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粤黔协作·莞爱铜行

2024年 8月，在东莞市常平第四小
学默默耕耘了 20余载的教师梁昌恒，来
到玉屏侗族自治县德龙小学支教。

笔者见到梁昌恒时，他正在为五年
级的学生上数学课。讲台上，他用手中
的粉笔在黑板上为学生梳理着知识脉
络，学生们听得入神，不时举手提问，课
堂氛围活跃。

初到玉屏时，梁昌恒在日常教学中
发现学生基础普遍薄弱，为此，梁昌恒制
定了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从基础知识

讲解入手，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不断
引导学生在小组讨论、探索猜想、实践验
证中掌握知识。同时，他还鼓励学生积
极参与课堂互动，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五年级（2）班学生龚雨馨说：“梁老
师的课既轻松又愉快，老师看到我们没
精神时，还讲笑话给我们听，让我们打起
精神，我很喜欢上数学课。”

在德龙小学开展的第二课堂活动
中，梁昌恒负责书法兴趣小组，在课后摸
底时，发现学生书法基础普遍薄弱，握笔
姿势也不正确。因此，他根据学生的实
际情况，将学生分为基础入门组和进阶
提高组，针对性教学。

五年级（2）班学生覃羽馨说：“自从

上了梁老师的书法课，我的字写得更漂
亮了，错误的握笔姿势也纠正了，我学得
特别开心。”

此外，梁昌恒还是德龙小学引领教
师专业成长的舵手，他坚持把教学课堂
作为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一年来，他
积极投身学科教研，将东莞先进的课程
理念引入德龙小学，结合玉屏当地教材
与学情优化常规课程；建立师徒结对机
制，支教老师分别与6名当地教师结成师
徒对子，在日常教学、班级管理、教育科
研等方面给予全方位指导，助力玉屏教
师成长。

支教期间，梁昌恒带领支教小队共
同举办专题培训讲座，涵盖AI教学创新、

德育教育等领域，累计受益师生 2000多
人次。今年，他们为德龙小学申请到社
会帮扶物资约13万元资金，涵盖学生作
业本、教学用具、长廊文化、舞台建设等
方面，为学校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时光飞逝，支教工作即将结束。回
顾这一年的支教生活，梁昌恒感慨万千，
他说：“我见证了德龙小学的孩子们从羞
涩到自信开朗的改变。这段经历，让我
对教育有了全新的认知，在今后的工作
中，我会继续保持对学生的关爱，提高自
己的教学水平，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
力量。”

张琳翊 唐丹妮

梁昌恒：用爱与智慧点亮教育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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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记者在万山区谢桥街道龙门坳村吊瓜基地里看到，瓜地里一片葱绿，村民们正忙着施肥、除草。松桃籍青年白岩峰去年自筹资金30多万元，在
龙门村租赁了52亩荒坡地种吊瓜，通过精心管护，藤蔓已布满了瓜架，拳头大的吊瓜随处可见。既盘活了闲置土地，又带动了当地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
全面振兴。 特约记者 蒲召福 摄

本报讯（何敏 陈敏） 作为思南县市政路网升级的
核心工程，大岩关隧道及连接道路建设项目自3月初复
工以来，施工方以“日跟踪、周调度”模式加速推进，目前
已完成总工程量的80%。现阶段，隧道机电系统安装与
道路管网铺设等附属工程正同步展开，预计10月初实
现全线通车。

在长494米的隧道内，施工人员正进行照明、通风、
消防、监控等机电系统的安装。并同步进行消防管网的
铺设，为灭火器、消防栓等设备安装做足准备，为隧道安
全运营筑牢安全防线。

据悉，思南大岩关隧道及连接道路建设项目是思南
县道路工程中的重点民生项目之一。项目起于思南阳
光服务中心处（铜遵路与新马路交叉口），终点与常熟大
道平交，全线长1.2公里，其中隧道长494米，采用双向
两车道，为城市支路，设计速度为20千米每小时。

项目建成后，将打通思南城区西南万向出行通道，
使阳光服务中心至常熟大道的通行时间缩短至 5分钟，
有效缓解进出思南城区的交通压力，提高区域出行效
率，更好支撑城市发展。

本报讯（解浪 谢慧芳 戴刚） 暑期来临，松桃苗族
自治县把防溺水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多措并举强化安全
管理，为人民群众织密防溺水的安全防范保护网。

在大兴街道石板桥水库，工作人员忙着在水库边巡
查，检查设施设备情况及查看水库周边是否有人逗留玩
耍。同时，该水库安装的 2台有语音播报功能的智能
摄像头，对该水域实施全天候智能监管，有效防范溺水
隐患。

该县借助现代技术手段，提高防溺水工作的管理水
平和效能，在全县重点水域、河段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搭
建安全监测平台，实现水上监控联网。同时，在全县所
有河流、山塘、水库等水域的危险地段，设置警示牌、救
生圈、救生绳、救生杆，部分重点区域安装了防护栏。

同时，该县还加强安全教育，加大巡查力度，切实筑
牢防溺水防线。在盘信镇民族中学的主题班会课上，教
师从如何防溺水、溺水的处理措施等方面给学生们普及
防溺水安全知识，并开展互动，让学生演示溺水处理措施。

在太平营街道土坉社区河边，村干部在忙着巡查巡
护，检查救生圈、救生绳等设施，提醒在河边游玩的人们
注意安全。

“我们这里紧挨河边，天气热了，越来越多的人来洗
澡。村干部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每天定时、定点、定人
员沿着河边的三个风险点开展劝导和巡查。”太平营街
道土坉社区党支部书记许宏玲说。

此外，县水务局、县教育局、县应急管理局等多部门
联合开展防溺水工作，以发放防溺水传单、“村村响”广
播等多种形式开展防溺水宣传教育，全方位落实各项防
溺水措施。

松桃多措并举防溺水
织密生命安全网

思南大岩关隧道及连接道路
建设项目预计 10 月通车

本报讯(吕小清) 7月2日，在新华社帮扶工作队的
牵线搭桥下，爱心人士尹石磊、白耀坤向石阡县聚凤乡、
枫香乡、坪山乡、龙塘镇的12所小学、幼儿园捐赠价值
11万余元的校服。

捐赠仪式上，爱心人士为学生们分发了校服，勉励
他们要珍惜学习机会，勤奋学习，健康成长，争做社会主
义建设有用的人才。获爱心捐赠学校师生向爱心人士
表达了感激之情，表示将把社会的关爱化作不断进取的
动力，奋发图强，将来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

“这份礼物里藏着叔叔们对我们的牵挂，我们会永
远记在心里，等我长大以后，也要像叔叔们一样，做一个
有爱心的人。”石阡县聚凤乡宝龙小学学生李思涵说。

石阡12所学校
获爱心捐赠

本报讯（张丽娟 邹雪庆 特约记者 王东）“同学
们，我们一定要牢记防溺水六不准，说到防溺水六不准，
大家还记得有哪些吗？……”在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实验小学三年级（7）班的教室里，一场互动热烈的“珍爱
生命·严防溺水”主题班会课正在进行。

课上，班主任借助 PPT、视频资料，结合近年来发生
的溺水事故案例，向学生们详细解读了防溺水“六不准”

“四牢记”，反复强调远离溺水风险、加强自我保护的重
要性。同时，通过板书、现场提问及小测验的形式帮助
学生牢牢记住防溺水知识。

防溺水教育不能止于一堂课，而要融入日常。为延
伸防溺水教育至家庭，学校还利用微信群，向家长发放
告知书，反复叮嘱家长落实“四知道”，提醒家长加强关
键时段对孩子的监管，杜绝孩子私自前往危险水域。

“每年进入夏季，我们学校都常态化开展学生防溺
水的宣传，各班主任假期期间，经常在班级群中提醒学
生及家长，注意防溺水安全。特别是针对留守未成年
人、单亲家庭等学生，班主任会到家中和社区走访。”印
江自治县实验小学安全办负责人陈俊介绍，学校还与社
区、村委会紧密联动，对校园周边河流、山塘、水库等重
点水域开展全面排查，并在醒目位置设立警示牌，确保
危险水域警示标识全覆盖。

合水镇在醒目位置张贴防溺水宣传海报，悬挂警示
横幅，设立警示标志，组织人员走村入户向村民普及防
溺水与自救的实用知识。同时，在重点水域周边设置应
急救生圈、救援绳等设备，形成立体防护模式。

据了解，当前印江各乡镇（街道）、各学校正积极行
动，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理念，通过悬挂防溺水
条幅、警示牌、组织学生上主题班会课等形式，开展防溺
水宣传教育，切实增强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防溺水安
全意识，全力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印江多管齐下
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

(上接1版)
作风保障
绿色发展惠泽民生民计

推动绿色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离不
开过硬的作风保障。我市坚持刀刃向
内，锤炼干部队伍。

为深化作风建设，市司法局紧盯
“见怪不怪”的老问题、新表现，通过开

门纳谏、集思广益、全员参与、民主表
决，创新制定《铜仁市司法局九条约
定》，着力破解学习动力不足、工作落实
不力、办文办会效率不高等问题，推动
作风建设从“被动约束”向“主动践行”
转变。

瞄准广袤基层，各级党员干部深
入一线，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和项目
推进堵点，以“抓紧、抓实、抓具体”的

工作作风，确保各项发展举措和民生实
事落地见效。2025 年初承诺的“十件
民生实事”，包括促进重点群体就业、
提升基础教育保障、扩大优质医疗供
给、健全“一老一小”服务等，正在稳步
推进中。

从重大基础设施的绿色施工到新能
源产业的蓬勃崛起，从绿水青山的精心
守护到城乡环境的持续改善，从治理效

能的智慧提升到民生实事的温情落地，
我市正以“绿色”为笔，饱蘸“实干”之墨，
奋力书写着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同频共
振、相得益彰的精彩篇章。

展望未来，铜仁将继续深化绿色发
展实践，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和作风
建设成果，让绿色发展的红利更广泛、更
深入地惠及全市人民，在黔东大地上绘
就更温暖、更亮丽的民生新画卷。

绿色铜仁展风采“民生答卷”有温度

周国荣，化名邹伦，1909年出生，贵
州省仁怀县（今仁怀市）人。

1925年至1926年，周国荣就读于仁
怀县第一两级小学第十四期，1927年考
入省立三中第二期学习。1928 年至
1929年，周国荣参加“仁声话剧团”并担
任编导，利用寒暑假公演话剧，揭露旧社
会的黑暗和反封建礼教。

1928年，周西成担任贵州省主席，他
笼络部下，采取控制和禁锢手段，严禁广
大学生接触新思想，逼走三中传播民主
革命思想的校长黄齐生。同年，该校学

生伍朝鄂（遵义县高坪人）在校病故，全
校师生集队送葬，被反动当局用汽车冲
散。冲突中，学生们将汽车捣毁并高呼

“打倒军阀”等口号，在周国荣和韩念龙
带领下，学生们追至转运公司，将司机狠
揍一顿，发泄对军阀统治的不满。

1931年8月，周国荣考入中国大学，
逐渐接受马列主义思想。受到先期投身
革命的陈曾固、陈沂等同乡影响，他和其
他贵州青年组织起“贵州青年同乡会”，
共同开展革命活动。随着同乡会的分
化，他又与其他人建立“贵州青年同盟”，

创办《贵州青年》杂志，传播革命思想，推
动在家乡的青年参加革命。

1931年10月，周国荣参加北平“反帝
大同盟”，白天读书，晚上参加示威游行、散
发传单等抗日活动。1932年，周国荣加入
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大学党支部书记，发
动大家参加党领导下的各种抗日活动。

不久后，周国荣调任中共北平市委担
任发行部长，负责党内文件、宣传资料和
传单的发行和发送。1932年底，他到北
平郊区门头沟煤矿，与工人同吃、同住、同
劳动，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极大地

促进了各项革命活动的顺利开展。1933
年5月，周国荣担任中共北平市委印刷科
长，负责印刷标语、口号及其他宣传品。

接手印刷工作不久，周国荣被国民党
宪兵三团抓捕，关押在宪兵三团所在地北
平铁狮子胡同。1933年11月29日，由北
平押解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拘留所，期
间，周国荣始终严守党的秘密，拒绝出卖
党组织和同志。1934年4月，周国荣被判
刑 8年，送到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
1935年，周国荣为党和人民献出了宝贵的
生命，后长眠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

周国荣：仁怀骄子雨花忠魂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张齐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薪火映黔山

(上接1版)

红心联动民心 党员带头破题
从见到生人都张不开嘴，到成为1.7

万余搬迁群众安心托付的“当家人”，何
英的故事在万山搬迁群众中口口相传。
这不仅是她个人的奋斗足迹，更是1.7万
余名“村民”变“市民”的生动注脚。

“他们连电梯按钮都不敢碰，有的在
阳台搭鸡窝，有的把绿化带翻成菜地。”
回忆 7年前，旺家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
主任何英说。

着急上火解决不了问题。何英按照
“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的基层社会治理
工作机制，将社区 4029户全部纳入网格
化管理，用一本本“民情记录本”架起党
群“连心桥”。

2021年春，何英成立“英姐工作室”，
帮助照顾瘫痪丈夫的龙姐对接居家苗绣

订单，为带着双胞胎的单亲妈妈杨芳安
排社区托育工作。

“群众有需求，我们都服务，群众有
需要，我们都帮忙。”如今，工作室就业地
图插满526面小红旗，每面背后都是一个
就业故事。

作为基层治理前沿，万山区对社区
党群服务中心全面升级，推动民政、人
社、综治等10个服务窗口下移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全面简化服务流程，实行“一
站式、一次性”办结。打造暖“新”驿站，
切实解决新就业群体在“歇脚、饮水、如
厕、充电”等方面的痛点难点问题。

红心滋养民心 完善长效机制
每天早上8点，丹都街道龙生社区网

格员黎绪开始穿梭在楼栋间问需于民，
“3栋楼下路灯不亮”“5栋王阿姨家阳台
漏水……”一个个看似琐碎的小事，正通
过“吹哨报到”机制，成为撬动社区治理
的支点。

近年来，龙生社区深度融合“党支
部+党小组+网格员+楼栋长”网格化
管理模式，分类实行菜单式、订单式、
派单式服务，实现“人在网中走、事在格
中办”。

万山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机制将党员、网格员、联户长等2400余
人就地转化为“哨兵”，实现公家事、大家
事、自家事“三事分流”治理，累计解决群
众诉求126件；推动 2035名在职党员深
入社区开展常规联建、“双报到”工作，服

务1.3万余人次，“哨声”成为党群联动的
“集结号”。

与此同时，万山区大力推广“红色物
业”治理模式，成立行业党委，组建“红色
物业”党支部，吸纳在职党员、热心居民
等担任互助员、调解员、宣传员，构建居
民“点单”、三员“接单”、党组织“督单”的
快速响应体系，推进社区与物业“交叉任
职”，共商小区治理。

在凝聚社会力量方面，万山区以志
愿服务联合会为抓手，培育11个志愿服
务项目，联动 500余名在职党员、新兴领
域员工等担任联户长，打造多元力量参
与基层治理新格局。

“群众盼的，就是我们要干的。”万山
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旭介绍，万山区
正以党建“红心”聚民心，办好群众暖心
事，提高生活幸福感，为基层治理现代化
提供实践样本。

党建“红心”温暖“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