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雷行星 通讯员 黄小雨 文 /
图） 自培石乡中南村乡村治理积分兑换制度实施以
来，“攒积分”成了中南村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11 月 13 日，在培石乡中南村乡村治理积分兑换活
动现场，村民聚集在广场前，双手拿着洗涤清洁用品，脸
上挂着质朴的笑容， 不时地与来往的熟人聊上两句，询
问一下对方，兑换领取了那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没想到遵守文明规则，还能
得积分换礼品，这样让我们村民更加有动力。勤打扫、多
参与公益服务，攒一攒，年底再换一些礼品。 ”村民易前
柱说道。

近年来，中南村在推进乡村治理进程中，把遵守村
规民约作为文明建设的切入点，积极探索积分制工作方
法，积分不仅仅可以兑换生活用品，还可以用来献一份
爱心。

在村民闫清华家，工作人员正把一件件生活物品交
到他手上。“闫清华，这袋洗衣粉是社区的热心居民志愿
服务积分兑换给您的。 ”

村里每次的积分兑换都会收到不少热心党员居民
的爱心捐赠。“积分制”成了搭建传递爱心的“连心桥”，
使这份爱传递到每一位受助者的心坎上。

通过完善村规民约，村两委会，村民代表会等将“积
分制”融合到村民自治工作中，将移风易俗新内容纳入
积分设置，通过评先进、物质奖励等方式，达到“以积分
记录美德、以积分兑换服务、用行动传递正能量”的目
的，弘扬向上向善、敢当先进的文明风尚。

培石乡中南村：
积分兑出互助友爱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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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余雨芳） 11 月 17
日，县委宣传部组织干部职工到宁江社区开
展入户宣传文明城市创建知识活动，引导广
大市民群众了解文明常识、 践行文明行为，
进一步提升市民创城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
度。

“请问您是否知道我们巫山县正在开展
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开展文明城市创建活
动后我们城市有什么变化？”县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黄勇与市民交流，并认真倾听市民对
创建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在宁江社区 B12 栋，黄勇身穿志愿者红
马甲，走进市民家中，向他们普及创建文明
城市的相关知识，并向他们发放创城调查问
卷。

黄勇说，人民城市人民建，建好城市为
人民。创建文明城市的初衷就是为了提升广
大市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广大

市民是文明城市创建的参与者、受益者。 老
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是文明
城市创建工作做得好不好、有没有效果的重
要评判标准。

要充分调动广大市民群众参与创建的
积极性和自觉性，让创建工作得到市民的认
可和支持， 营造创建文明城市人人参与、人
人支持的浓厚氛围。 要强化宣传教育，通过
开展“小手拉大手”、 志愿者入户宣传等活

动，提高广大市民群众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的
主动性，让文明理念、文明意识深入人心，推
动城市共建共治共享。 要从自身做起、从小
事做起，开车不闯红灯、主动礼让行人，不乱
扔垃圾、不乱摆乱卖，敢于以城市“主人翁”
身份向不文明现象说“不”。

县委宣传部开展入户宣传文明城市创建知识活动

本报讯 （记者 杨新宇 文 / 图）
11 月 20 日， 县城管局园林所组织 20 余名
绿化管护人员对城区行道树树圈进行“微”
改造。进一步美化、靓化城市环境，切实解决
居民身边细小问题，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城区道路两侧种植了许多行道树。这些
树木根系发达，随着行道树不断生长，树根
裸露使树圈周围人行道板砖有拱起凸裂、损
坏和松动的现象， 不仅影响市民的出行，还
给城区环境美观添了许多不该有的“伤疤”。

记者在水井湾菜市场路边看到，绿化管
护人员先把受损、松动、凹凸不平的砖移除，
把裸露多余的树根和泥土清除掉，并对圈内
垃圾、杂物等进行清理，重新铺上缺失的道
板砖，恢复路面平整。

记者随机采访了市民郭女士。她说：“修
这个树圈，对我们大家都很有好处，修了以
后，路面变得平整，不管老的少的，都感觉路
好走多了！ ”

此次修整树圈， 获得了居民的称赞支
持，之前走在路上凸起的道板砖容易绊脚摔

伤， 现在平整的人行道消除了安全隐患，确
保了居民出行的安全。 据了解，城管局园林
所目前已完成滨江路、平湖路、广东路等道
路两边的行道树的树圈修整。

园林所公园科三组组长龚书告诉记者
：“为了提升城市形象，园林所从 10 月 30 日
起，对城区行道树树圈进行修整，预计 11 月
底修整完毕。 ”

下一步，城管局园林所将以城市园林绿
化日常考核为契机，遵循“不动‘大手术’，也
有大变化”的理念，全面完成 8355 个“问题
树圈”整治工作，通过“微”改造，建设“近悦
远来”的美好城市，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
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修整“树圈” 恢复行道树美观

环卫所工作人员正在恢复整理道板砖。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11 月 16
日，县特殊教育学校、平湖小学、白杨幼儿
园、龙江第一幼儿园 4 所学校，联合开展
了以“赋能融合 聚力共赢———党建引领
促提升 融合教育展风采”为主题的融合
教研活动。

活动通过说课、上课、评课的形式开

展。 来自 4 所学校的老师深入研读课标要
求，遵循立德树人宗旨，尊重差异的原则，
精心准备，开展融合教学，进行了精彩的
课堂展示。 他们善用激励，充分放手，把课
堂交给学生，充分体现了学生在课堂中的
主体地位，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快乐学习，获得了前来观摩学习教师的高

度评价。
在说课、评课环节，授课教师各抒己

见、畅所欲言，从学情分析、教学方式、教
学策略、辅助支持等方面共同研讨课堂的
构建，观摩专家对老师们的课堂教学给予
了精彩的点评； 对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提
高课堂教学效率的方法，以及如何让普特

学生共同学习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据悉，此次融合教研活动为普特教研

交流搭建了新平台，为普特学生融合创设
了和谐、温暖的学习环境，进一步增强了
学校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各校教师专
业化成长和共同发展，推动巫山了融合教
育事业向纵深发展。

四校联合教研 融合教育促发展

本报讯 （通讯员 孙军 王乐同
杨娜） 11 月 20 日，巫师附小聚鹤校区举
行了由四年级 3 班、 四年级 4 班合办的
“赞毓秀巫山， 颂弘美少年” 文化主题活

动。
孩子们以自主创编的手势舞《小雪

花》开场，赞美着漫天飞舞的小雪花，感受
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神奇。 跟随着雪的脚

步，孩子们跳起了舞蹈———《雪花姑娘》。
“少年，少年！ 不怕千锤万凿，不怕风

雨寒，看我峥嵘少年，今朝壮怀展！ ”孩子
们齐声合唱《弘美少年颂》，“土地藏纳浩

瀚，民生福安。 看我美丽巫山，生态的摇
篮”，他们用童声歌颂钟灵毓秀的巫山，歌
颂昂扬向上的弘美少年。

巫师附小聚鹤校区：赞毓秀巫山，颂弘美少年

本报讯 （记者 任美莲 曾露 文 / 图） 我县 2023 年
小学音乐赛课活动于 11 月 16 日—17 日在朝云小学举行。来自
全县各教育督导中心的 9 位选手展开竞技。

赛课课堂采用唱练结合、观看视频、小组合作学习、师生互
动等形式，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充分体现教师的活力与
创造性。《调皮的小闹钟》别具一格的教学设计，让“回旋曲”唱
响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形象生动的描绘出曲式结构图；《那达
慕之歌》的响起，把我们带到那达慕盛会的现场，策马扬鞭、琴
声悠扬，载歌载舞，热情欢唱，孩子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去创编
出自己的“那达慕大会”；《木瓜恰恰恰》极具异国风情的旋律，
切分节奏的运用， 老师和孩子们建构出市场叫卖的真实场景，
用切身的体验去感受和表现音乐，正所谓艺术源于生活，生活
展现艺术。

最后，县音乐教研员杨开琼老师指出，本次活动旨在以赛
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研，并对全体音乐老师提出宝贵建议：
认真学习《艺术课程标准》，理解核心素养内涵；进行大单元教
学设计，关注单元内容之间的联系，并进行统筹优化；关注学生
的学业评价，学生通过参与活动，学到各种音乐知识和技能，培
养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和对艺术的兴趣。

经过评委综合评比，评选出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4 名，三等
奖 3 名。

我县 2023年小学音乐赛课活动举行

赛课现场。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11 月 20 日，高唐街道组
织社区干部及网格员参加党建统领基层治理知识考试，
不断提升网格实战效能，聚力推动网格治理“最后一公
里”走深走实。

此次测试采用闭卷考试的方式进行，考核内容主要
是基层网格治理主要业务知识，满分 100 分，主要考察
社区干部及网格员的基本素养和情景判断、应急处突等
能力。

通过此次考试，社区干部及网格员充分认识到了自
身不足，纷纷表示将进一步查漏补缺，提高网格服务管
理工作能力。

高唐街道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继续运用多种方式
加强对网格员队伍的管理，不断提升网格员队伍综合能
力和服务水平，不断深化党建统领基层治理，为社区居
民提供优质服务。

高唐街道：
举办党建统领基层治理知识考试

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近日，在高
唐街道登龙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志愿者
陈明用幽默风趣的“三句半”宣讲党的二十
大精神。

近年来，我县以遍布城乡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阵地为依托，紧贴群众需求，统筹调配
资源， 常态化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打
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用心用情打通服
务群众“民心桥”。

全县组建 42 支以党员干部、“五老”人

员、新老乡贤、技术能手、榜样典型等为主力
的“乡贤名嘴”宣讲队，走进农村院坝、田间
地头，通过方言快板、地方戏剧、自编歌曲等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服务式宣讲”“微
宣讲”活动 1356 场次，用群众感兴趣的事、
信得过的人、 听得懂的话把道理讲深讲透，
让文明实践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有活力。

同时， 全县各级文明实践阵地还按照
“建强、管好、用活”原则，瞄准群众关切，把
牢供需对接“清单化”、衔接联动“一体化”、

服务群众“精准化”，把关怀和温暖送进百姓
心坎。

“我们聚焦群众生产生活急难愁盼问
题，探索打造‘红叶帮帮团’志愿服务品牌，
以爱老扶弱、助医助学、助耕支农等 5 个务
实的志愿服务项目，开展学习帮教、生产帮
忙、困难帮扶‘三帮’活动 800 余场次。”县文
明实践指导中心主任刘伟介绍，巫山县实行
领导干部带头做志愿者、带头参加文明实践
活动，积极引导五老人员、乡贤能人、热心群

众等加入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 同时，出
台《巫山县星级志愿者嘉许激励制度》，鼓励
全县干部群众积极参与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活动。

如今，全县建立“1+10+26+340+N”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队伍网络，组建各类文明实
践志愿服务队 437 支， 注册志愿者达 4.85
万余人。

巫山：用好“小阵地”连好“民心桥”

本报讯 （记者 任美莲 通讯员 李建平 文 /
图） “爷爷，我是您的家庭医生，今天专门来为您做一
次免费体检。 ”11 月 16 日一大早，曲尺乡卫生院组织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为辖区签约居民开展家庭医生履
约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曲尺乡卫生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通
过走进百姓家中、集中健康教育讲座方式，详细询问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生活习惯、饮食情况，免费
为其测量血压、血糖，认真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随访
记录，并指导慢性病患者正确服药，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此次签约服务，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用实际行
动坚持“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
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签约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显著提高。 推动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健
康发展，有效防止因病返贫和因病致贫，确保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实现无缝衔接。

曲尺乡：
家庭医生成为群众健康“守门人”

健康讲座现场。

村民用积分兑换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