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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以前，黄泥河水又脏又臭，
现在水变清了，河岸变绿了，沿河
风景越来越美，河湖长制政策实
施得太好了。”近日，贵州省黔西
南州兴义市威舍镇群众说。

发源于云南省曲靖市的黄泥
河，流经曲靖、贵州省六盘水市和
黔西南州，在贵州省的流域面积
有 1000多平方公里。过去沿线工
农业、生活污染较重，加之跨省管
理混乱，水质差，黄泥河由黄变
黑、变臭。

针对黄泥河的跨界治理难
题，曲靖市与六盘水市、黔西南州
建立“两省三地”黄泥河环境保护
协同监督工作机制，探索开展互
派河长，压实属地管理河长制工
作责任，确定了黄泥河联席会议
制度，每年召开会议通报情况，上
下游、左右岸实行联防联控。如
今，黄泥河干流达到域类水质。

目前，贵州已实现与周边省
（市、区）跨界河湖联防联治全覆

盖，跨界河湖实现河畅、水清、岸
绿、景美，形成了同饮一江水、协
作谋发展的局面。

在贵州北部，赤水河流经云
贵川 3 省 16 县（市、区），是远近
闻名的“英雄河”“美酒河”“生态
河”“美景河”，流域水环境质量长
期保持 II类水以上。为守护赤水
河生态环境，云贵川三省进行了
多项机制模式探索。

2013年，云贵川三省签订跨
界流域联合执法协议。2018年，云
贵川三省共同建立全国首个跨省
流域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试点。
随后，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四省
市检察院建立赤水河、乌江流域
跨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检察协作机
制。云贵川三省出台《关于加强赤
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定》和各
自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赤水河
跨省共治有了法治保障。

机制先行，行动紧随。2022
年，云贵川三省昭通、毕节、遵义、

泸州四市政协联合倡议，决定从
2023年起，将每年 5月最后一周
确定为云贵川三省四市政协“赤
水河保护宣传周”。2023 年 5 月
22日，首届三省四市政协“赤水河
保护宣传周”遵义启动仪式在赤
水市举行。
“赤水河保护宣传周”活动期

间，推进赤水河宣传保护进机关、
进校园、进社区、进村庄、进企业、
进家庭，进一步凝聚广大干部群
众共识，同护赤水河“一江碧水，
两岸青山”。

司法携手，增添护河合力。在
贵州南部，有一条滋养黔桂两省
（区）沿岸百姓的“母亲河”，它就
是珠江上游西江水系干流———红
水河。

2023 年 4 月 18 日，贵州罗
甸、望谟及广西天峨三县检察机
关为加大红水河流域生态保护力
度，在罗甸县人民检察院开展工
作座谈会，联合出台《关于红水河

流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协作实
施意见（试行）》，形成了服务和保
障红水河流域绿色发展的检察合
力，促进检察机关在红水河流域
依法履职中实现“上下同心、两岸
同行”局面，共同守护红水河流域
生态环境健康发展，努力推动红
水河流域保护取得新成绩。

发源于贵州铜仁梵净山的锦
江河，流经铜仁市江口县、碧江区
后，向东流入湖南省怀化市麻阳自
治县，后汇入沅江经洞庭湖入长
江。为筑牢锦江河上游重要生态安
全屏障，今年 3月，麻阳自治县、碧
江区、江口县三地检察院、人民法
院会签《锦江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
司法协作协议》，进一步推进锦江
河流域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
诉讼跨区域工作全面开展。

如今，上下游携手护水，河湖
岸清水更美，体现了贵州与周边
在跨界河流守护中的担当与责
任。 申川

“前几天有人来我们村卖黄
金，实物黄金只有通过正规金店
和银行渠道才能买到，大家不要
上当受骗了……” 在贵州省岑
巩县龙田镇龙溪村法治宣传长
廊里，驻村第一书记秦华正在给
村民们讲解与日常生活密切相
关的识骗防骗方法。围绕农村常

见的养老诈骗、电信诈骗、非法
集资套路等各种骗术和生活中
常见的邻里纠纷、婚姻家庭、森
林防火等方面相关的法律知识，
秦华用群众喜欢听、听得懂的方
式面对面互动普法，村民们听得
津津有味。
“我们需要什么，就给我们宣

传什么。”村民孙朝鲜说，镇、村
干部经常来给我们讲解常用的法
律知识和身边的典型案例，我们
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大大提
升。现在，不仅自觉遵守各种法律
法规，还提醒寨邻们要远离“免费
送、高利率、高回报”等诱惑,守好
自己的“钱袋子”。

龙田镇以党建为引领，以群
众为主体，不断拓展丰富“四大行
动”内涵及活动载体，用民主法治
文化涵养村风民风，激发群众共
建共治共享新活力，不断提升基
层社会治理能力。

在龙田镇代店村水井沟组，
家家户户的庭院变成了微花园、
微菜园、微果园。忙时耕种庄稼，
闲时修篱养花，是 67岁陶英的生
活常态。
“我们村将环境卫生整治纳

入村规民约和组规民约，通过党
支部、党员、村民小组长等带头示
范，辐射带动每家每户自觉参与
环境卫生整治，自觉抵制陈规陋
习和不良风气。”龙田镇代店村党
支部书记朱红平说，紧扣“院落
美、村庄美、田园美、人文美”目
标，村里通过大力倡导讲文明、改
陋习、爱清洁的新风尚，深入开展
环境卫生评比、文明家庭评选等
活动，推动乡村环境由“自家美”
向“整村美”转变。

截至目前，龙田镇共发放花
种 96公斤，建设花台 800余个，
编制竹篱笆围栏 1800余米。共评
选出农村环境整治县级示范村 2
个、镇级示范村 3个，共评选出
“最美庭院”“最美家庭”“文明家
庭”等 437户，全镇各村各家各户
实现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通讯员 周燕 吴念文 /图

“五育”融合是新时代背景下实现“五
育”并举、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的基本途径。近年来，国家陆续
出台《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
教育质量的意见》《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等多个纲领性文件，提出：“坚持五育并举，
全面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
美育和劳动教育的有机融合”。而体育作为
“五育”的中心，包含着丰富的五育要素，具
有养德、益智、勤劳、尚美的育人作用，且能
发挥“以体带全”的功能，即体育学科可以
向多学科渗透，体育带动全学科的融合发
展。

重庆市忠县官坝镇碾盘小学校也思考
在众多体育项目中寻找一个突破口，最后根
据学校实际选择了器材简单、入门门槛低的
跳绳项目。自 2016年来，该校以“让生命绳
采飞扬”为目标，发展花样跳绳运动，探索
“以绳树德，以绳益智，以绳健体，以绳抒美，
以绳促劳”的五育融合之路，逐步形成特色
鲜明的“跳绳特色学校”。

以绳树德育智 开发孩子智慧

跳绳到一定的时间完全是靠意志品质
的支持才可以坚持，稍有松懈便需要从头再
来。对于意志薄弱者不妨用跳绳的方式来挑
战其意志。“团结协作，越挫越勇，顽强拼搏，
挑战极限”是该校的跳绳精神。正是通过不
断地坚持，该校在参加各级比赛中，充分发
挥跳绳精神，取得了众多优秀成绩。其中，
2019年参加全国跳绳比赛，获得两个第一
名，2021 年参加重庆市跳绳比赛获得一个
一等奖，一个二等奖。全校师生在实践中，深
刻地感受到意志品质的价值和意义，对此有
了更真切的体会。

碾盘小学积极打造“处处可见，时时熏
陶”的校园跳绳文化，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跳绳文化的熏陶、
跳绳精神的感染，让跳绳渗透到其他学科中，促进学生智育的发
展。学校还组织教师总结跳绳发展经验，编写《花样跳绳》校本课
程，针对小学的不同年龄段，开展跳绳训练。为了让跳绳运动在农
村学校实施有理论支撑，学校还申报了市级重点课题《农村小学跳
绳特色校本化实施研究》，已获重庆市教育学会立项，目前在研。

以绳健体抒美 增进孩子体质

科学研究表明，持续跳绳 10分钟，与慢跑 30分钟的强度基本
相同，跳绳一个小时可以让机体消耗 1300大卡的热量。每天坚持
肯定会让你的身体更加轻盈、敏捷。学校将跳绳与体育常态课、大
课间活动、课程辅助活动相结合，以“跳绳”为切入点，根据校本课
程设计花样跳绳、8字长绳、绳操、绳游戏等，丰富体育课堂的内容，
提高趣味性。几年来，在体质健康监测中，学生优秀率由原来的百
分之十几上升到百分之六十几，在历次县技能抽测中，跳绳成绩满
分的学生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可以说，学生的身体素质、意志品
质得到增强。

该校将跳绳与音乐结合，与舞蹈融合，创新自编绳操。动感的
音乐、舞动的跳绳、轻盈的身姿，使美丽的校园灵动起来。在动感的
音律中，学生们动作娴熟到位，张弛有度，充盈着刚健之美，洋溢着
青春的气息与活力。一根根绳子上下翻飞，左右摆动，孩子们穿梭
其间、灵活地跳跃着。学校组织创编的绳舞参加县儿童运动会开幕
式，获得与会领导的一致称赞。“以绳抒美”，不仅激发学生对音
乐的兴趣，而且优美了学生的形体动作，同时学生在实践活动中，
感受到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生活，发现社会的美好，这既是对
学生的“美育”，又是“德育”。

值得一提的是，该校高度重视以绳促劳,体育中的劳育主要途
径是培养学生劳动的科学态度、规范意识和效率观念。学校体育教
师将运动器械的收集整理、搬运清洁、维修养护以及运动活动的组
织、开展等项目作为劳动教育的重要载体，通过讲解说明、示范操
作、学习程序，指导学生掌握劳动技能。该校在几年的坚持下促进
了学校的发展，带动了“五育”融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21年教
学质量获县同类学校一等奖，年度综合考评获同类学校一等奖。学
校也被评为忠义忠州现代教育首批特色学校。

通讯员任利军谭东海苟应伟特约记者许天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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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县官坝镇碾盘小学学生运动场

贵州省实现与周边云川渝桂湘跨界河湖联防联治全覆盖

一衣带水 跨界河湖清又亲

贵州省岑巩县：
法入民心润万家 和美乡村绽新颜

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

近日，2023年“智汇天府”双一流高校秋季巡回招聘会重庆
大学站暨“百万人才兴重庆”全国重点高校（秋季）巡回引才活动
重庆大学专场举行，来自川渝两地的 153家用人单位参会，初步
达成就职意向 2147人。

据介绍，本次重庆大学专场活动是继 2023年“百万人才兴重
庆”全国重点高校（北京行）巡回引才、民营企业引才服务月、2023
“蓉漂人才日”后，川渝人才中心今年开展的第四次引才合作，活
动围绕“智汇巴蜀·才兴川渝”主题，结合两地用人单位需求，组织
153家川渝两地优秀企事业单位进入校园，提供超 1000个岗位。
其中，来自四川的用人单位共 103家，创来渝单位数量新高。

此次活动，涉及高新技术、先进材料、化工能源、光电环保、建
筑制造、教育培训、矿产资源、水利水电、医疗制药、食品饮料、银
行金融、电子信息等行业，覆盖本硕博不同学历层次，平均年薪超
过 13万元，最高可达 60万元。

同时，现场还设立政策咨询区，为毕业生们提供职业指导、引
才政策及创业服务咨询等服务，更邀请职业导师现场“一对一”
“面对面”开展职业咨询，为求职者解答简历制作、面试技巧、职业
生涯规划等方面疑问，让政策直通校园，保障学生的求职权益。

接下来，2023年“百万人才兴重庆”—重庆邮电大学“满天
星”专场引才活动将于 9月 25日在重庆邮电大学举行；同一时
间，2023年“百万人才兴重庆”全国重点高校（秋季）巡回引才活
动———四川行也将走进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南交通大学
等高校，通过加强川渝协同引才力度，为把川渝建成全国具有影
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献智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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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知识
产权培训中心、四川省知识产权服务促
进中心主办的成渝双城经济圈知识产
权促进高水平区域协调发展培训班在
四川阆中市举办。
本次培训班旨在贯彻落实《知识产

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十
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
等重大决策部署，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
度优势，助推形成有实力、有特色的成
渝双城经济圈，引领成渝地区高水平区
域协调发展。

培训班围绕知识产权促进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高价值专利培育、企业
商标品牌培育与风险应对、地理标志与
乡村振兴、企业“走出去”知识产权风险
与应对等主题，邀请专家和从业人员作
专题辅导。在为期 3天的学习中，学员
们通过课堂教学、分组讨论、交流发言
等方式，紧扣学习重点，聚焦充分发挥
知识产权制度优势，研究学习加快推进
知识产权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新方法、新路径，达到了预期效果。

参训学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班聚
焦中心工作、立足地方实际、紧贴现实
需求。下一步，将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共同推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创
造、高效益运用、高水平管理、高标准保
护、高品质服务，为川渝协调发展贡献
智慧力量。

□本报记者 赵蝶 川渝携手
引才聚智添动能

□本报记者 冯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