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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双胜利

我州

拟设立大数据中心
甘孜日报讯 为打破部

门壁垒、数据“烟囱”和信息
“孤岛”，推行“互联网+政务
服务”，建设我州政务服务“一
网通办”总门户，按照国家《促
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和四
川省关于“数字政府”建设要
求，我州拟整合州政府办信息
技术和人防应急指挥中心、州
经济信息中心相关职责，设立
州大数据中心。

中心将承担推进数字甘
孜建设，打造网上政务服务
统一入口和出口，实现资源
优化融合、数据互认共享、管
理统筹规范、服务便捷高效，
统筹全州电子政务基础设施
和重要信息系统建设，肩负
政府数据和社会数据采集、
汇聚、管理，推进战略新兴产

业发展等方面重要职责。
我州大数据中心的成

立，将推进我州数字政府建
设迈出新步伐，实现群众少
跑腿，数据多跑路，以数字政
务推动数字政府和人民满意
政府建设；将赋能营商环境
持续优化，整合现有各部门
碎片化、条块化的政务服务
事项，为推进我州营商新环
境、实现全面振兴提供坚强
的技术支撑和运行保障；将
进一步统筹推动“数字政府”
建设、智慧城市建设和人民
满意政府建设，进一步促进
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协同应
用，进一步加强政务服务体
系建设，提升政府综合服务
和治理能力。

包旭杰

甘孜日报讯 连日来，丹
巴县教师通过多种“云端”方
式，扎实抓好疫情防控、网络
教学、在线家访等工作。

该县各学校班主任采用
电话、QQ、微信、视频等多种

“云端”方式进行家访，连线
家庭，摸清学生居家动态和
家庭防疫情况，织牢织密疫
情防控工作网；通过班级群
转发官方通报及疫情防控知
识，引导学生和家长科学认
识疫情、了解正确防护措施，
在疫情面前不信谣、不传谣、
不造谣、不恐慌。通过“云端”
家访，每天落实好师生健康

统计上报工作，建立健康台
账，密切关注目前还在外地、
曾去过疫情区及接触过“特
殊人群”的师生，每天跟踪了
解学生及家人的身体状况。

同时，该县积极落实“云
端”教学工作，要求教师关注学
生在家学习进度、学习效果及
学习困难并及时解疑答惑；号
召学生积极参加“众志成城，防
控新型肺炎疫情”征文活动，收
看抗击疫情新闻、专题片、录制
防治疫情的小视频，创作抗疫
手抄报、绘画作品等，用实际行
动传递正能量。

张兴东 杨富花

丹巴县

“云端”家访暖人心

“我家能有现在的变化，
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帮助。如
今，国家遇到了如此严重的
疫情，我总该力所能及地做
点什么。”笔者日前在雅江县
瓦多乡学优村采访时，亲眼
目睹了脱贫村民阿尼自愿捐
款 1000 元助力疫情防控的
感人一幕。

阿尼今年 49 岁，他通过
电视和广播得知此次疫情的
严重性，一直琢磨着自己能
做点什么，在和家人商量之
后，决定捐款1000元。

阿尼曾是村里的建档立
卡贫困户，因为他和大女儿
常 年 多 病 ，不 能 上 山 采 松
茸、挖虫草，一家人的生计
全靠妻子和二女儿，日子过

得紧巴巴的。近年来，在党
和政府的关怀下，阿尼不仅
当起了村里的护林员，而且
还坚持在村子周围打零工。
随着收入的逐步增加，2018
年阿尼一家欢天喜地摘掉了
贫困户帽子。

采访中，阿尼告诉笔者，
“脱贫不忘共产党，奔康更要
加油干，这是我们脱贫群众
的肺腑之言。在党和政府持
续不断的帮扶下，我们虽然
过上了幸福生活，但在国家
遇到重大疫情的时候，我们
决不可能袖手旁观、无动于
衷。尽管捐款数额不大，但这
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疫情
能够早日得到控制。”

雅江县融媒体中心 张莉

阿尼捐款助抗疫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作

为共产党员，疫情在哪里，他们的身影就
在哪里。

正值春节假期，新型冠状肺炎疫情
来势凶猛，州生态环境局第二党支部的
党员们未来得及与家人告别，第一时间
响应党组织号召，主动返岗，肩负责任担
当，全力投入疫情防控战役。

“疫情来临，群众需要就要上。”大年二
十九，第一个冲在抗疫前线的陈熠，顾不得
身患重病需要护理的母亲，对母亲说：“疫情
之时，就是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哪里
需要，就到哪里。”说完便起身出门……

自从陈熠参加抗疫以来，他每天驻点
蹲守于州医疗废物处置中心，确保涉疫医疗
废物日产日清、即到即销。驻点蹲守期间，只
要发现医疗废物处置人员紧缺防护服、防护
手套，他都及时汇报并作好协调，全力为医
疗废物直接接触人员争取到了防护用品。疫
情期间，某地污水处理厂受到进水余氯含量

明显升高和低温低碳的双重影响，微生物处
理单元受到冲击，处理效果不佳，出水数据
持续出现异常，陈熠一边请示领导，一边查
阅资料，一边还咨询专家，时常加班至夜深，
最终有效解决出水数据异常的问题。目前，
陈熠还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但他始终以党
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紧紧团结在党组
织周围，关键时候站得出来，豁得出去，他是
好样的。

“医疗废物和特殊有害垃圾（社会源
废弃口罩）得到规范收集、转运、处置，医
疗、生活污水得到有效处置，城乡居民饮
用水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是疫情期间全体
生态环境工作人员的首要职责。”该局党
组书记、局长公纠对记者说，疫情初期，应
急防护物资紧缺，为了有效切断新冠肺炎
病毒通过废物和废水发生二次污染的可
能性，守住病毒传播的最后关口，第二党
支部广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不顾个人
安危，佩戴防护级别较低的口罩，多次深

入高风险单位进行全面督查指导。
“我是党员，我先上。”2月14日至16

日，为充实道孚疫区的防控力量，该局党
组立即组成党员突击队驰援道孚，第二
支部党员郑显刚、俄尔克七、杨曹阳主动
请缨。

他们到达道孚后，对道孚县医院、定
点酒店集中医学留观点、垃圾填埋厂、自
来水厂等10家企事业单位，开展医疗废
物、医疗污水、城镇生活污水、社会源废
弃口罩处置的“一对一、多对一”帮扶指
导。“新冠肺炎病毒固然可怕，但能够让
广大道孚群众更安心，即使面临感染病
毒的高风险，我们也甘当逆行者。”党员
突击队的同志们说。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无论是
前方的党员突击队，还是后方的所有党
员，大家认真履职，切实做到防控疫情和
督导检查“两手抓、两不误”，充分发挥了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和总体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据该
局党组副书记杨康华介绍，疫情发生以
来，该党支部充分发挥基层战斗堡垒和
先锋模范作用，把初心落在行动上、把使
命担在肩膀上，在其位谋其政、在其职尽
其责，勇当先锋、敢打头阵，主动担当、积
极作为，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坚决守住疫
情防控期间生态环境安全底线。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全州生态
环境系统严格按照“三专一及时”工作要
求，遵循“二分开一优先一全面”原则，
规范涉疫医疗废物和废水监管，确保医
疗废物和废水应收尽收、应处尽处。其
中，州生态环境局第二党支部党员累计
参与检查医疗机构30家次、医废处置单
位 18 家次、城镇污水处理厂 13 家次、饮
用水源地10家次，共出动检查160余人
次。通过全体生态环境工作人员的团结
协作，有效防止了新冠病毒末端感染和
二次环境污染，全州生态环境总体安全。

同心战“疫”勇担当
州生态环境局第二党支部抗疫记

◎甘孜日报记者 宋志勇

学生停课不停学

“老师，我在上政治课，如何理解根
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上午10
点，仁孜她姆通过电话，请教在网络课程
学习中自己还不清楚的知识点。电话另
一端，政治老师郑涛耐心地为她讲解。

“通过网络电视，在家就能听成都七
中老师上课。这个学习平台操作起来非
常方便，听不懂的地方可以反复回看。”
仁孜她姆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虽然
开学的时间推迟了，但她每天都在网上
听课，然后自己做习题，功课一点没落
下，“我们班的各科老师，每天都通过微
信群布置学习任务，我们有不清楚的知
识点，就通过电话或微信视频，第一时间
向老师请教。”

“我小时候，家里的条件不是很好，
所以我连小学都没有读完，这也是我人
生的一大遗憾。现在，条件越来越好，去
年道孚还复办了高中，我女儿便是复办
后的第一批高中生。”仁孜她姆的父亲尼
玛倾登说，自己就吃了没读书的亏，因此
对子女的教育格外重视，“疫情发生后，
我们接到了学校老师通知推迟开学的电
话，当时非常担心会影响女儿的学习。”

而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扎实推进和
网络课堂的开启，尼玛倾登悬着的心渐
渐放了下来。

“政府把生活物资送到家门口，学校
老师打电话给孩子安排了学习课程，我
们家长也尽量配合，给女儿提供好的学
习环境。”尼玛倾登说，这段时间家里的
电视基本就是仁孜她姆一个人的，“虽然
我弄不懂啥子是‘云课堂’，但看到她过

得很充实，就放心了，非常感谢国家和老
师们。”

“3月1日起，通过有线电视可以收看
四川省优秀教师讲课，这让我们的学习
内容更加丰富。”仁孜她姆说，目前网络
课程中，既有各个学科的课程，又有心理
健康辅导、诗词大会、体育运动等。同时，
学习过程中还提供个性化学习和自适应
环境，既可以跟着课程表学习，也可进网
站选择自己需要的内容学习。

老师们则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和平
台，通过电话、视频连线的方式开展网络
教学线上答疑和学业指导。

据了解，在疫情防控期间，道孚县多
次召开全县教育系统校园长视频会，针
对疫情期间教育教学工作进行安排，教
育主管部门、学校、班级都制定了详细的
教学方案，主要通过“线上教学”的方式
扎实推进。

“全省都开通了网络课堂，道孚的情
况虽然更为特殊，但我们对教学工作提
早就做出了安排，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
实现停课不停学 、不停教的目标。”该县
教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道孚县
各学校教师都加强了与学生、家长的联
系，采用“网络教学”“云课堂”等方式，通
过电话，各类手机互动软件、程序等对学
生进行线上教育教学的分类指导，及时
解决学生居家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
问题。

“这段时间的‘特殊’学习，让我收获
颇丰。我感受到学校及老师们对我们的
关心和重视。现在，对我们学生而言，在
家刻苦学习就是最好的抗疫方式。”仁孜
她姆激动地说，“长大后，我要争取成为

像钟南山院士那样的人。”
听到女儿的豪言壮语，尼玛倾登难

掩心中“喜悦”，他感慨地说：“过去，我们
这里连手机信号都没有，现在娃娃些都
可以在网上学习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们一定能战胜所有困难。”

教师离校不离教

一张小书桌、一台电脑，或者一部手
机、一本教材、若干教案……连日来，这
些物品成为道孚县教师进行授课的必备
装备。

“嘎松次勒，今天最后一题‘游乐场
有多大’，你做错了，你再仔细读读题目，
是算面积还是算周长......”3月6日下午，
道孚县城关小学四年级一班的数学教师
袁硕，在家中与学生视频连线，辅导其完
成家庭作业。

从 2 月 28 日至今，她每天都会在手
机上查看班级动态、开展网络教学、布置
家庭作业，并通过视频聊天进行“一对
一”或“一对多”分类指导。

“这是一款名为‘小盒子’的软件，我
们每天就通过它，给学生辅导作业。”袁
硕告诉记者，由于前段时间还未匹配有
适合小学中低年级的网络教学直播课
程，她和同事们就在网上寻找一些比较
适用的软件，几天下来发现“小盒子”非
常适合目前开展教学工作。

“这个 APP 在微信上也有相应的小
程序，功能比较齐全，同时也比较容易掌
握。”袁硕说，这个程序比较实用，教学大
纲上的每一个知识点都有视频，通过视
频教学后，再完成我们布置的作业。如果
学生作业中有错题，我们会进行一对一

的辅导。”袁硕认为网络教学也不能分散
进行，最好能够把班里学生聚集起来组
建一个“云课堂”，而“小盒子”就能满足
这个要求，“我们班的42名学生中，已经
有39人的家长下载了软件，加入到网课
班级中，每天同步进行学习，还有3个同
学因为家里无人使用智能手机所以暂时
没能参与，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将课堂从三尺讲台搬到了几寸屏幕
上，转变的是教学方式，不变的是育人初
心。近两个月来，袁硕虽然没和同事们见
过面，但大家每天都要在微信群中交流，
讨论如何开展教学工作。

“草木蔓发，春山可望。用特殊的
方式开展教学工作，对老师而言也是
一次学习的过程，‘云课堂’让我们和
学生在各方面都能有所进步。”采访最
后，袁硕表达出了对未来的期许，“相
信不久的将来，我和孩子们就能在课
堂上重聚。”

据悉，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道
孚县按照“一校一策、一班一案”（幼儿园
不开展线上教学活动）的计划，有序推进
线上教育教学活动，同时要求教师合理
安排居家学生作息时间，避免学生过度
使用手机、电脑学习。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我们要求全
县 607 名教师和 7341 名中小学生都下
载电子教材，进行学习。但是由于偏远
农牧区学生较多，部分地区网络信号
差，智能手机使用率不足等原因，目前
有 3500 余名学生‘网络复课’，其余学
生我们将加紧联系，并想办法让他们尽
快参加到学习中。”道孚县教体局负责
人说。

战“疫”停课不停学
道孚县3500余名学生“开学复课”

◎余秋林 甘孜日报记者
肖宵 张嗥 文/图

3月16日，暖阳高照、
春风温润，寂静的道孚在
朗朗书声中“醒来。”上午
8点，家住鲜水镇东门二
村的仁孜她姆，已经开始
了一天的学习。读英语、
听政史、学数理化，了解
防疫知识......这名道孚县
中学高一一班的学生，将
自己一天的学习安排得
满满当当。

2月 7日以来，她整
日都在和电视、电脑和手
机“打交道”，每当父亲尼
玛倾登不解地问她在哪
儿上课时，她总是回答：
“在老师给我们安排的
‘云课堂’。”

仁孜她姆在家学习。

甘孜日报讯 “请登录视
频平台的群众保持良好的纪
律”，3月13日上午，一场利用
学习强国 APP 视频会议形式
开展的“乡村讲坛”活动，在乡
城县香巴拉镇阿央仲村群众
中开展。村里47名群众宅家，
在线“屏对屏”聆听村里79岁
的“三老”干部仁真扎姆讲述
村里的发展故事和村支部书
记讲授疫情防控知识。

“今天，以讲发展故事为
主题的讲坛活动对我们每个
村民触动都很大，通过‘三老’
干部仁真扎姆的讲述，我们了
解了阿央仲村由贫穷到富裕
的发展历程，从故事里知道了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激
发村里群众为过上更加美好
的生活不息奋斗的动力。”村
民四郎彭措聆听完视频宣讲
后激动地说。

疫情之下不聚集已成为
大家的共识，为在减少人员流
动和聚集的基础上，开展好乡
村讲坛活动，阿央仲村驻村干
部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工作
人员打破空间限制，以户为单
位为群众下载学习强国APP，
教授讲解学习强国视频会议
使用方法和流程，实现村里群
众在疫情期间宅在家里就可
以隔空参加讲坛活动。

“利用学习强国视频会议
方式开展乡村讲坛活动，是采
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展的群众
性宣讲活动，对群众来说别开
生面。在长达 50 分钟的讲坛
活动中，全程清晰度高、效果
好，达到了集中宣讲的效果，
实现了参会人员不聚集、工作
不耽误，受到群众的好评。”该
村支部书记说。
县融媒体中心 何才华 文/图

乡城县

“乡村讲坛”隔空开讲

村民宅家听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