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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三年来，在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指引下，我州创新构建

“浙江+四川”教育帮扶共同体，通

过“体系化联动、精准化施策、长

效化赋能”三大路径，推动11所受

扶学校实现“质”“量”双提升。

采用“名校引领+特色共建”

模式，构建“2+N”帮扶体系（浙

江+四川双向资源联动N所帮扶

校），建立“师带徒”“青蓝计划”

帮扶机制，实现 191 名帮扶人才

与413名本地教师结对，打造46

个学科团队，形成“管理共进、教

学共研、人才共育”的教育振兴

共同体。

创新“分层教学+多元成才”

模式，在校生规模增长55%，教师

编制增加177%，艺体本科上线率

提升10.59%，高职单招录取率增

长 37.06%。开展 4450 场教研活

动，培养骨干教师317名。建成智

慧教室覆盖率 100%，省藏文学

校实训条件实现“智能跃升”。

建立“教学五统一”标准（备

课、授课、作业、测试、分析），实

施“年级扁平化”管理。受扶学校

本科上线率从2022年的11.81%

跃升至 2025 年的 42.9%；11 校

共获省级以上荣誉 239 项，九龙

高中“四精管理”经验获国家级

媒体推广。

构建“1+2+N”教研体系（每

月 1 次大教研、2 次备课、N 次微

研讨），开发“一课双师”等互联网

教研模式，编写特色校本教材11

套。建立“智慧帮扶云平台”，实现

优质教案共享率 100%，课堂直

连覆盖率80%，形成教育高质量

发展支持系统。

谢跃

我州创新构建“浙江+四川”教育帮扶共同体

实现教育质量跨越式提升

7 月 20 日，新龙县举行全民

健身中心揭牌仪式，标志着这座

集现代化、多功能于一体的体育

场馆正式落成启用。

据了解，新龙县全民健身中

心系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对口

帮扶援建。自筹备建设以来，便

以“满足群众健身需求、提升公

共服务水平”为目标。该中心总

投 资 2620 万 元 ，占 地 面 积 达

3800 平方米，场馆内部设施先

进、功能完善，涵盖 6 类专业功

能区，可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

运 动 需 求 的 群 众 开 展 健 身 活

动，既能为日常锻炼提供便利，

也能承办各类体育赛事活动，

是该县体育基础设施建设的重

要成果。

新龙县全民健身中心的正式

启用，不仅是城市功能的完善，更

是民生福祉的提升，将进一步激

活县域体育文化氛围，带动群众

体育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为构

建“人人爱运动、处处可健身”的

健康新龙注入活力。

新龙县融媒体中心

新龙县全民健身中心落成启用

满足群众健身需求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去年，成都医学院师生一行

赴甘孜县开展“重走红色之路”实

践活动，其间，退役老兵多加爷爷

走进十八军窑洞群，为师生们深

情讲述红色故事。这段珍贵的经

历被四川教育台报道后，引发广

泛关注与热烈反响，让更多人感

受到了甘孜高原上红色精神的厚

重力量。时隔一年，成都医学院实

践团队再次踏上这片红色土地，

续写与甘孜县的红色情缘，而多

加爷爷的讲述，依旧是其中最动

人心弦的篇章。

尽管岁月在脸上刻满了深

深的皱纹，但每当谈起当年的战

斗经历，多加爷爷的眼神依旧明

亮而坚定。“1957 年，我刚满 17

岁，积极应征入伍甘孜县藏民

团，服兵役 8 年。那时候条件苦

啊，没有棉衣，没有足够的粮食，

脚下是冰碴子，身边是呼啸的寒

风，但没人喊过一声累。”他用带

着藏语口音的汉语，缓缓将大

家带回那段烽火岁月，“我们当

兵的，心里就一个念头：保卫国

家、保卫家乡，让老百姓过上安

稳日子。”

讲到动情处，多加爷爷轻轻

抚摸着胸前的军功章，声音不禁

微微颤抖：“现在国家强大了，你

们年轻人能安安稳稳读书，能当

医生救死扶伤，真好。你们要记

住，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是无

数人用生命换来的，千万不能忘

本啊！”团队成员们凝神聆听着每

一个细节，不少同学红了眼眶，纷

纷表示，这是一堂最生动的“思政

课”，让大家深刻理解了“初心”二

字沉甸甸的分量。

活动最后，实践团队成员与

多加爷爷、甘孜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负责人进行了座谈交流。甘孜

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表示，

多加爷爷的故事是甘孜县红色历

史的生动缩影。成都医学院的同

学们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既是对

红色精神的追寻，也是对老兵们

的深切关怀，这样的活动很有意

义。下一步，甘孜县退役军人事务

局将持续发挥自身职能作用，推

动更多青年走进退役军人、学习

退役军人，让红色精神在甘孜高

原上代代相传，熠熠生辉。

甘孜县融媒体中心 文/图

成都医学院师生再赴甘孜

赓续红色基因
践行医者使命

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精神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省

委十二届七次全会精神，近日，由丹

巴县委宣传部主办的“理润丹心聚星

火·砥砺奋进新时代”丹巴县2025年

基层理论宣讲比赛在县委党校举行，

来自该县各单位、部门和乡镇的 12

名优秀宣讲员同台竞技，用鲜活的语

言和身边的故事，为现场观众带来了

一场深入浅出的理论“大餐”。

比赛现场，参赛选手按照抽签顺

序依次登场。他们中既有扎根乡村的

驻村队员，也有来自学校、司法、乡镇

部门的基层工作者。他们结合自身工

作实际和亲身经历，用鲜活的实例印

证深刻的道理，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

为贴近丹巴实际、贴近群众生活的

“乡土表达”，为现场观众带来了《青

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信仰如炬，

照亮家园新篇章》《扎根嘉绒沃土，深

融文化根脉，谱写立德树人新篇章》

等 12 篇情感丰富、内容饱满的宣讲

作品，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经过激烈角逐和严格评审，最终

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

奖3名、优秀奖6名。在颁奖仪式上，

评委们为获奖选手颁发了荣誉证书。

“我已经是第二次参加比赛了，每

一次比赛我都受益匪浅。”获得一等奖

的何榆琳在分享心得时表示，“用小故

事讲大道理是基层宣讲员的基本功，我

们要用学生和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的语

言，将党的方针政策讲给他们听，才能

让大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下一步，丹巴县各乡（镇）、各部

门也将以此次比赛为契机，进一步建

强基层宣讲队伍，拓展宣讲阵地，推

动党的创新理论真正“飞入寻常百姓

家”，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丹巴

新篇章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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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巴县12名基层宣讲员同台竞技

让党的创新理论“润物有声”

退役军人多加为师生们讲红色故事。

◎江锐锋 文/图

我的驻村帮扶故事

江锐锋：四川广播电视台

派驻石渠县长沙干玛乡曲麦村

驻村工作队员。

驻村信息

●17年

17年前的5月12日，地动山摇，

我的家乡北川瞬间化为瓦砾。废墟

中，扛着印有四川广播电视台标志的

身影，在断壁残垣间坚定穿行。他们

记录着满目疮痍，也捕捉着瓦砾下不

灭的生机。这一幕点燃了一个懵懂少

年：长大后，我也要成为他们！这颗种

子，悄然埋在了我的心田。

●3载

十七年后，梦想开花。我如愿考

入了我省唯一的三农专业化电视频

道——四川乡村频道。三载光阴，我

的镜头见证着四川乡村振兴的生动

实 践 ：在 眉 山 永 丰 村 对 话“ 乡 村

CEO”、回故乡北川倾听甘孜学子心

声、在凉山布拖探寻农遗美食……行

走于巴蜀乡村，我愈发懂得——乡村

不仅在镜头里，更在脚下泥土中。田

埂小路蜿蜒向前，牵引着我望向那平

均海拔4526米的雪域高原——甘孜

藏族自治州石渠县。

●4526米

使命传承：从受助者到守护者

带着成长的印记和沉甸甸的责

任，我踏上了石渠的土地，成为了长

沙干玛乡曲麦村的驻村工作队员。这

绝非一次简单的“出差”，而是命运的

回响——从当年废墟中被照亮的孩

子，到如今渴望成为点灯人。

然而，高原这位严厉的考官，立

刻给了我一份“挑战书”：头痛、胸闷、

彻夜辗转，每一次喘息都是与极限的

无声搏斗。望着窗外苍茫的雪域，寒

风中一个念头却异常炽热而坚定：

“既然来了，就不能退缩！曾被阳光温

暖过的生命，也要努力成为温暖他人

的光。”

贴近民心：用脚步丈量信任

真正的驻村“大考”很快降临

——全国防止返贫集中排查。要完成

任务，只有一个办法：走到群众中去。

可这里的村民，心在远方的牧场上。

通往远牧点的路，车辆早早投降，唯

有双脚丈量。海拔四千米以上，每一

步都像拖着灌铅，爬升的山路让每一

次呼吸都如同刀割。但使命如烙印：

驻村干部，必须走到群众身边，走到

群众心里！

横亘在前的第一座“雪山”，是语

言。虽然有村干部帮忙翻译，但那种

听不懂、说不清的无力感让我明白：

光靠翻译远远不够。于是，在村干部

的帮助下我开始学藏语，从“噶嗒”

（你好）到“噶真切”（谢谢），再到那一

声热情洋溢的藏传呼“给嘿嘿”，每一

句都是通往人心的钥匙。

记得有一次，我走访一位年迈的

牧民阿妈。她坐在帐篷边，眼神里既

有好奇，也有警惕。我试着用刚学会

的几句藏语和她打招呼：“噶嗒，阿

妈！”她愣了一下，眼中冰霜瞬间消

融。那一瞬间，仿佛一扇紧闭的心门

被一句生涩的乡音轻轻叩开。从此，

“噶嗒”“噶真切”“给嘿嘿”的呼唤，成

了我在高原收集的最珍贵宝藏。信

任，开始在定居点、在帐篷中、在并肩

行走的牧场上，如格桑花般悄然生

长、绽放。

慢慢地，村民们愿意主动和我聊

天了，孩子们也开始围着我问问题。

那一刻我意识到，真正打动人心的，

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点滴之

间的真诚与坚持。

文化育人：播下希望的种子

我深知，振兴乡村，不仅要修路

盖房，更要点亮心灯。在乡党委和我

们川台驻村工作队临时党支部支持

下，我的“曲麦普通话班”开课了！村

民们涨红着脸，努力用更标准的语调

模仿“你好”“谢谢”等词汇，生涩的发

音常引发满堂善意的笑声。那笑声，

竟比高原的阳光更炽热！

更大的希望也在破土。经过数月

协调筹备，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四

川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在石渠县邓柯

中学创建了全国第 73 所、四川省第

22所“影视小屋”。我们驻村工作队将

担任辅导教师，引导孩子们拿起摄像

机，用自己的视角讲述家乡的变化，

记录新时代康巴高原的发展。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提升

学生的审美能力、表达能力和综合素

质，增强他们对家乡和职业的认知。

这不仅是艺术启蒙，更是心灵的播

种。我们相信，这些孩子终将成为建

设家乡、传播文化的重要力量。

宣传帮扶：相信看见的力量

作为媒体人，我始终相信“看

见”的力量。于是，我开设了《江江驻

村日记》专栏：草原新居的炊烟、风

干牦牛肉的纹理、孩子们闪亮的眼

神……这些图文视频化作无形的电

波，通过四川乡村频道飞越千山，让

山外看见石渠。

这份“看见”引来回响：受江西广

播电视台公共·农业频道邀请，我与

乡党委书记青美拉姆参与荣获江西

新闻奖“电视名专栏奖”——《稻花香

里》节目的录制。聚光灯下，高原的馈

赠熠熠生辉，赞叹四起，种类丰富、包

装精美、特点突出的石渠农特产品不

仅在节目录制现场受到工作人员的

喜爱，更在节目播出后让更多观众了

解到“天府粮仓”的高原美味。

用镜头记录真实、用传播凝聚

力量，我相信——看见，就是未来的

开始。

从北川的废墟到石渠的草原，我

用坚定的脚步丈量。真正的抵达，不

仅是记录光，更要让自己成为一束

光。用文化点亮未来、用宣传触动时

代，只要心中有光，脚下就有路。“川

台”越千里，“石渠”在振兴。石渠的振

兴，从“被看见”，正坚定地走向“被创

造”。从追光者到点灯人，这是我生命

中最壮阔的4526米回响。

17年3载4526米·我的石渠驻村年志

“影视小屋”课堂掠影。

基层理论宣讲比赛现场。

驻村工作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