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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 记者 杨桂清 杨铁军 王光保
通讯员 董炽鸿 文/图

近年来，鹤庆县推动实施教育综合
质量提升行动，以“大德育”理念为轴
心，构建起课程育人、文化浸润、实践赋
能、协同共育的立体教育生态，让德育
在鹤阳大地落地生根。

课程迭代：学科融合破茧成蝶
坐落于松桂镇的鹤庆县第二中学

是一所县属初级中学，在这里，同学们
每天接受文化课程的同时，都会参与到
丰富的文体活动中。运动场上，一场别
开生面的橄榄球比赛正在进行。

“在团队合作中，我学会了沟通与
责任。每一次活动都充满乐趣，更锻炼
了我的综合能力，让校园生活更加丰富
多彩。”学生赵慧敏是橄榄球社团的一
员，参加活动让她深刻体会到了拼搏与
团结的意义。

鹤庆二中将德育教育贯穿每个教
育环节，每天社团活动、每周主题班会、
每月思政大讲堂、学期“文体嘉年华”、
年度“逐梦深蓝”国防教育宣讲，构建起
螺旋上升的育人阶梯。

走进云鹤镇中心小学“创客”教室，
无人机螺旋桨的轰鸣声交织成曲。“参
加第二课堂不仅释放了学习上的压力，
还培养了动手能力，使我有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学习生活中。”学生杨扬说。在

今年的 4月份，杨扬和同学组队参加了
首届大理州青少年机器人与无人机大
赛，取得了两个一等奖、两个二等奖的
优异成绩。该校高度重视学生个性和
特长发展，开发无人机、珠心算、书法等
20余门课程，让每个孩子找到了属于自
己的星光舞台。

红色铸魂：薪火相传见行见效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鹤庆二中的

红色党建室里，一幅幅历史图片、一个
个鲜活故事再现了红军长征过鹤庆的
峥嵘岁月。“每次来到学校的红色党建
室，我都深受震撼。”学生张浩烺坦言，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更应该铭记历史，
珍惜美好生活，从红色基因中汲取继续
前行的精神力量，勤奋学习。

鹤庆二中每学期组织学生走进红
色党建室接受教育，并以党建带团建组
织学生到松桂红军墓祭扫，让红色教育
可感可触。

“我校立足新时代育人要求，将‘大
德育’教育理念贯穿日常教育教学中，
通过多举措并行，我校学生思想道德素
养显著提升，控辍保学成效显著，德育
成果获得家长、社会广泛认可。”鹤庆
二中党支部书记朱永宁如是说。

鹤庆县各中小学通过课程渗透、实
践体验、文化浸润等多维度创新，将红
色资源转化为生动的育人素材，打造了
以鹤庆一中“红廉文化进校园”、松桂镇

中心小学“非遗+红色”手工艺课程等一
批特色品牌，既传承了红色基因，又培
养了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实践能力。

劳动育人：知行合一破土成林
走进鹤庆县云鹤镇中心小学，崭新

主教学楼上“向阳而立 好好做人”的标
语格外醒目。穿过主教学楼，一片绿地
里，同学们正在除草、松土、浇水。

“学校每周都组织我们来菜园里劳
动，这里有我的‘宝贝’，每天下课我都
会过来看看它。”学生寸羽汐兴奋地说，
劳动过程不仅让她了解了蔬菜生长过
程，也让她体会到了坚持的意义，激励
着自己好好学习。

“秉持着向阳而立，好好做人的价
值观，学校构建了全环境、全过程、全师生
立德树人的育人体系，全方位培育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和接班人。”云鹤镇中心小学副校长
杨金春说。

鹤庆县各中小学分学段设计课
程，打造以小学劳动实践、初中职业体
验、高中社会实践为架构的劳动教育
体系，形成“一地一特色、一校一品牌”
的劳动教育格局。同时，深挖当地本
土资源，让学生走出课堂体验银器錾
刻、白族扎染、手工造纸等传统手工技
艺，让学生在劳动过程中掌握劳动技
能，塑造正确价值观，实现“以劳增智、
以劳育美”。

协同育人：共绘成长同心圆
在鹤庆二中初二205班的主题班会

上，学生家长代表丁有林坐在教室后排和
学生们一起听课。作为本月学校开放日
的学生家长代表，丁有林不仅要走进课堂
听课，还要察看学生宿舍和食堂情况。

“学校经常组织我们家长座谈，听
取家长、学生意见建议，不断完善学校
的各项管理，我们相信学校会越来越
好。”丁有林所言非虚，之前有家长看到
食堂盛饭菜的盆不能保温向学校提出
建议后，学校立即进行了整改。

在云鹤镇中心小学，学校通过“家
长讲师团”，将职业资源引入学校第二
课堂，学生家长们各显所长，教授学生
银器加工、手工制作、琴棋书画等，丰富
学校课程体系的同时，更构建起了理解
互信的家校关系。

鹤庆县将家校社协同作为落实“大
德育”理念的关键支撑，各中小学通过
开展家长进校园、学校开放日等活动，
让教育不再是学校的“独角戏”，而是家
庭、社会共同参与的“协奏曲”。

“鹤庆县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坚持德育为先，促进五育融合，落实好
课程育人，推进好整体育人，创新好科
学育人，强化好协同育人，以培育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使命，全力
构建幼小初高一体化‘大德育’新格
局。”鹤庆县教育体育局局长杨慧江说。

本报讯（通讯员 董凌青） 6 月 4 日
上午，州委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向部分
在关离退休干部，各民主党派州委、州工
商联相关负责同志及无党派人士代表，
就拟提交州委九届八次全会审议的

《中共大理州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国
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大理发展新局面的
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
施意见》）征求意见建议。

州委副书记、州委统战部部长肖创勇
主持座谈会，州委常委、州委秘书长杨瑜
就《实施意见》起草情况作说明。

座谈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实施意
见》通篇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

要讲话精神，逻辑严谨、内容翔实、重点
突出，精准安排部署了重点任务和工作
要求。大家一致赞同《实施意见》的基本
框架和主要内容，并立足自身岗位职责，
结合大理实际，就事关大理州经济社会
发展的具体问题、有关提法和文字表述
等提出修改意见。

肖创勇要求，报告起草小组要再认
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
精神，梳理各方面的意见建议，立足大理
实际，积极采纳、充分吸收，再次进行修
改完善。

州委办公室、州委统战部、州委政研
室、州委老干部局相关负责同志参加座
谈会。

本报讯（记者 李百祥 俞少行） 6月
5日上午，州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全国及省、州重要
会议及文件精神，安排部署州政协机关
相关专项工作。

州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鹏主持
会议。

会议要求，要紧密围绕党中央关于
区域协调发展、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等战略部署，聚焦大理重点领域，开展深
度调研与协商议政；要充分发挥政协联
系广泛的优势，积极投身精神文明创建
活动，助力大理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风
尚；要通过调研视察、提案督办等履职方
式，推动大理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

确保教育强国建设的各项要求在大理落
地见效。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好
省委、州委专项工作动员部署会议精神，
认真贯彻《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推动深入贯彻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在政协走深
走实。聚焦违规吃喝整治、厉行节约等
重点任务主动履职，深入贯彻落实《条
例》要求，进一步拧紧带头过紧日子的制
度螺栓，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政协
机关落地生根，将节约理念贯穿机关运
行各环节，以优良作风推动政协工作高
质量发展。

州政协党组成员、不是党组成员的
副主席等参加会议。

州委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

州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鹤庆教育谱新篇”系列报道之四

向阳沃土育新苗 五育融合润心田

▲ 云鹤镇中心小学学生在老师指导下辨别菜苗和杂草。（摄于5月23日）▲ 鹤庆二中的老师向学生讲述红军长征过鹤庆的历史。（摄于5月23日）

漾濞县苍山西镇金星村村民在
采挖鱼腥草。（摄于5月27日）

苍山西镇党建引领做大高原特
色农业，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因地制
宜布局特色产业，推动产业振兴，带
动种植户持续增收。据统计，该镇
鱼腥草种植面积 1623 亩，产量近
2000吨，总产值400万元。
［通讯员 马旭东 熊贵才 摄影报道］

同样来自江苏南京的艺术家解生勇
在文笔村开设了半开放式的艺术空间，
主营婚庆旅拍和目的地婚礼，年接待量
超 10 万人次。解生勇自豪而满足：“我
们把苍洱风光转化为可体验的艺术产
品，让游客在这里留下一生的回忆。”

在任华、庄淮、解生勇等旅居者和艺
术家的带动下，一大批艺术家、创意人才
入驻文笔村，并催生了民宿、餐饮、婚庆、
旅拍、文创、花艺等产业的发展。2024
年，文笔村接待游客 30 余万人，村级集
体经济收入突破 80 万元。据赵志宝介
绍，未来三年的目标是突破150万元。

“小镰仓”：
成为“艺术家第二居所”

新型产业形态形成的同时，州、市、
镇政府和文笔村投入 1100 万元资金，
修复老环海路，打造“彩虹公路”；投入
1500 万元资金，治理水土流失，消除 4
个主干道隐患点，建设多肉景观园；拆
除 500 平方米违建，新增 1000 平方米
绿地……

此外，文笔村创新治理模式，成立强
村公司，盘活资源，统筹运营；成立民宿
客栈联合党支部，推行“宿事联办先锋
行”机制；成立“新文笔人”旅居联盟，226
名“新文笔人”与本地村民结对发展；与
中央民族大学、大理大学等高校合作，编
制文旅规划，打造集创作、展览、研学于
一体的艺术群落。

通过培育新型业态、盘活资产资源、
改善基础设施、整治村容村貌等一系列

举措，文笔村成为了“苍洱风光最佳观
景台”和婚庆旅拍打卡地，被网友誉为

“大理小镰仓”。
镰仓是日本神奈川县的一个城市，

海洋、公路、电车、蓝天、白云、游客等是
它的标识，因动漫作品《灌篮高手》里有
镰仓的场景而被网友熟知。文笔村有类
似且出众的配置，所以获得了“大理小镰
仓”的美誉。然而，文笔村的美不限于风
景和设施，还美在白族文化底蕴与现代
艺术气息上。

随着摄影、婚庆、绘画、陶艺、雕塑等
领域的艺术家不断聚集，文笔村开启了

“艺术家第二居所”建设。艺术家也积极
响应，进行在地化艺术创作。

——将文化符号进行当代转译。
庄淮发起“苍洱扎染计划”，联合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段银开开发数字化扎染课
程，让学员通过 AR 技术实时察看布料
染色效果。在“花醉艺术空间”，艺术家
将白族本主信仰转化为装置艺术，用青
铜铸造了“本主之眼”雕塑。转动时，雕
塑会在地面上投射出不同角度的苍山洱
海倒影。

——将公共设施转化为艺术载体。
在“彩虹公路”沿线设置了“苍洱诗墙”，
邀请诗人创作与苍山、洱海相关的诗句，
并由书法家刻在诗墙上；在洱海步道旁
设置了“声音装置”，收集村民讲述的渔
猎故事，游客扫码即可收听方言版“洱海
记忆”。

——组织举办文化活动。文笔村每
年春节期间举办的“苍洱艺术季”现已成
为了知名文化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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