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GUIYANG

DAILY

2022年 4 月 22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田军 /版式：吴洁

4

贵阳发布“十四五”教育事业发展专项规划

行人过街信号灯“罢工”

交管部门迅速排查修复

本报讯 近日，市民朱先生

向贵阳市融媒问政反映南明区

二戈寨赖头冲安置小区旁的行

人过街信号灯“罢工” ，导致行

人过街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

经 贵阳 市 公 安 交 通 管 理 局 排

查， 发现故障为该处电井线路

遭老 鼠 啃 咬 短 路 所 致 。 经 修

复，4 月 19 日， 该处信号灯恢

复正常。

市民反映的过街信号灯位

于南明区富源南路二戈寨赖头

冲安置小区前。 4 月 18 日，记者

在现场看见，该路口车流、行人

较多， 设有 4 个行人过街信号

灯， 其中， 位于黔城壹家超市

前、 赖头冲安置小区前的两处

信号灯不亮。 行人过街时，只能

参考机动车交通信号灯选择过

街时机。 有等待过街的市民告

诉记者， 这个信号灯大概坏了

一周， 希望有关部门能及时排

除故障。

针对这一问题，贵阳市公安

交通管理局排查发现， 该处电

井内线路遭老鼠啃咬后短路，

烧坏了保险丝， 导致过街信号

灯“罢工” 。 4 月 19 日，贵阳市

公安交通管理局秩序处向记者

反馈， 被烧坏的保险丝更换完

成，该处信号灯恢复正常使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任璐瑶）

本报讯 日前，《贵阳市“十

四五” 教育事业发展专项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发布。

《规划》明确了我市“十四

五” 教育事业发展总体目标。 到

2025 年， 建成符合贵阳经济社会

发展要求， 满足 700 万人口教育

需求、 服务 7000 亿 GDP 产出需

要、助力 27%首位度实现，在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方面更加有作为的

高质量教育体系， 教育治理能力

更加提升， 教育公共服务更加公

平，协同育人体系更富质量，教育

保障水平更加提升， 教育支撑保

障更加有力，形成高标准多样态、

高水平多类别、 高品质多元化的

高质量教育发展新局面， 建成教

育高质量发展中心城市、 教育现

代化治理创新城市、 家校社协同

育人先进城市、 教育跨越式发展

示范城市，为 2035 年建成省内领

先、西部一流、全国知名、更加具

有影响力的西部教育新高地，为

高水平现代化教育中心城市奠定

坚实基础。

具体目标包括全面普及学前

三年教育， 提升毛入园率达到

95%以上； 小学和初中毛入学率

达 100%，义务教育九年巩固率达

到 95%以上， 残疾少年儿童入学

率达到 96%以上， 符合条件的随

迁子女享受公办教育待遇的比例

不低于 85%；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稳定在 95%以上； 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 70%等。

《规划》提出构建“一主线

两载体三支柱四结合” 的大中小

幼一体化“五育并举” 立德树人

工作体系。 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为主线， 强化课程开发

和活动开展两个载体， 将思政课

程和课程思政有机衔接， 抓好国

家、地方、校本体育美育劳动教育

课程建设， 有序推进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 根据学生成长规律

和时代特征， 广泛开展形式多样

的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工作机制、

师资队伍、 教育阵地三个支柱建

设， 完善三全育人常态化工作机

制；建设以班主任为主体，音体美

和心理健康教师协同， 全体教师

参与的全员育德师资队伍； 积极

开拓校内外资源， 强化德育、美

育、体育、劳动教育、研学旅行等

教育实践基地建设。 将知识学习

与实践感悟相结合、 思政课程与

学科课程相结合、 学校教育与家

庭教育相结合、 教育行业与其他

行业教育资源相结合， 深化五育

融合，增强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综

合能力，促进全面发展。

根据 《规划》，“十四五” 期

间， 我市将大力促进学前教育普

惠优质发展、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高中教育全面提质发展、职

业教育强基提质、 高等教育特色

发展、 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建

设、教师队伍发展壮大，进一步提

升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 实

现普惠性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保

持在 85%以上， 示范幼儿园在园

幼儿占比达 55% ； 力争两个区

（市、县）通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国家验收； 推动民办学校逐步过

渡为审批地招生， 民办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在校学生占比控制在国

家规定范围内； 省级示范或特色

示范高中占全市普通高中的比例

达到 44%以上； 推动中等职业学

校与普通高中、 高等职业学校与

应用型大学课程互选、学分互认，

构建“中职－高职－本科” 的融

通培养体系； 推动贵阳学院打造

数字科技特色， 达到升格大学的

建设标准，新增一批“双一流” 学

科、学科群和硕士学位授权点；建

立教师编制“周转池” ，按各学段

生师比要求， 根据学生数量增长

情况，及时补充中小学教师编制，

确保中小学教师编制全面达标。

《规划》还就加强党对教育工

作的全面领导、 切实提高教育治

理能力、 着力加强教育信息化建

设、 完善教育经费投入和管理机

制、完善规划落实机制、建好新媒

体宣传平台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余杨智）

森林火灾的起因主要有

两大类：人为火和自然火。

人为火包括： 生产性火

源，如农、林、牧业生产用火，

林副业生产用火，工矿运输生

产用火等； 非生产性火源，如

野外炊烟、做饭、烧纸、取暖

等；故意纵火，如燃烧干草、燃

放爆竹礼花等。 在人为火源引

起的火灾中， 以开垦烧荒、吸

烟等引起的森林火灾最多，在

我国的森林火灾中， 由炊烟、

烧荒和上坟烧纸引起的火灾

占了绝对数量。

自然火包括雷电火、 自燃

等。 由自然火引起的森林火灾

约占我国森林火灾总数的 1%。

本报讯 4 月 20 日，贵州省

读志用志活动启动仪式在白云区

举行。 据悉， 相关读志用志活动

将在贵阳市各区市县陆续开展，

共计 9 场次。

本次活动以贵阳市为试点，讲

述地方志中的典型案例，进一步探

寻贵阳市地方志在服务经济、文化

事业发展中的新路径，充分发挥其

存史、资政、育人的功能，推动贵州

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

启动仪式上，省、市、区地方

志办分别向白云区委党校 、白

云 区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 赠 送 省

志、市志、区志。 现场人员还在

白云区革命烈士陵园开展了缅

怀先烈活动， 依次向革命烈士

敬献花篮、默哀致敬。 随后，贵

州省地方志办人员通过介绍革

命烈士生平的方式开展了相关

读志活动。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王倩）

贵州省读志用志活动在筑启动

森林火灾的起因

张艳在花溪区人社局工作，

丈夫李天翼是贵州民族大学教

授，女儿正在读幼儿园，公公李锦

平是贵州民族大学退休教师。 一

家人崇尚文明、爱党爱国、相敬相

爱、 爱岗敬业， 家中有藏书近万

卷。同时，张艳夫妻俩还致力于苗

族文化传承工作。

张艳是一名拥有 10 多年党

龄的党员，工作兢兢业业。李天翼

是民主党派， 积极为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建言献策。 李锦平有着 40

多年的党龄， 在贵州民族大学教

书期间， 曾被评为贵州省教育系

统优秀共产党员。

李锦平在贵州民族大学的前

身贵州民族学院任教期间， 专攻

苗族语言文化研究。 在日常生活

中，李锦平一家经常做苗菜、说苗

语，每当有家乡人来家做客，家里

就会响起悠扬的苗歌声。 在这样

的家庭氛围熏陶中， 李天翼也走

上了苗族文化的研究之路。

张艳出生在农村， 从小学起

就喜欢看书。工作以后，她在闲暇

之余一直坚持学习、阅读，并考取

了贵州大学的研究生， 成功获得

了硕士学位。成家后，因为兴趣和

工作关系，购书、读书成了张艳一

家的必修课。现在，张艳和李天翼

的女儿李多银也像父母一样喜欢

读书，能背诵简单的唐诗宋词，能

说简单的苗语。一有空闲，一家人

都手不释卷，其乐融融。

除了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

外， 张艳夫妻俩还注重孩子生活

习惯和道德品质的培养。现在，每

当张艳回家， 女儿都会主动递上

拖鞋并说“妈妈辛苦了” 。

在生活中， 张艳和丈夫很少

吵架，遇到问题都商量着来，也从

不当着孩子面争执。 “父母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 我们俩并没有

刻意的进行说教， 而是通过规范

自己的言行， 带给孩子正面的影

响，这比说教更有用。 ” 张艳说，

一家三口相处得就像好朋友一

样，如果谁出现情绪低落等问题，

就会举行家庭会议， 夫妻俩首先

检讨自身， 女儿也会照着样子讲

述自己最近的表现， 通过批评和

自我批评， 让大家都认识到自己

的不足，从而改正。

除了经营好家庭外， 张艳一

家还身体力行，致力于文化传承。

特别是丈夫李天翼一直在编写各

种文化传承教育读本， 助力乡村

振兴。

“民族文化是贵州的宝贝，

旅游是知行合一的课程。 ” 李天

翼在学校里讲授民族文化旅游课

程，每年，他都会带领学生走村串

寨， 在乡野中指导学生了解学习

民族文化， 鼓励学生从生活中寻

找灵感，培养对民族文化的兴趣。

2015 年，在家人的支持下，李

天翼带领调查小组到花溪区久安

乡进行调查， 耗时一年多编写完

成了乡土教材《茫父故里古茶久

安》。 为助力乡村振兴和传承优

秀地方传统文化，2020 年，由李天

翼主编的《风情苗乡 魅力高坡》

乡土文化教育读本完成付梓。 李

天翼还对西江千户苗寨文化进行

了长期追踪，2016 年在西江创办

了新型旅游研究与民族文化传承

机构西江千户苗寨文化研究院，

先后公开出版了 《苗语》《苗族

民歌精选》《这就是西江》 等多

部民族文化传承教材。如今，传承

民族文化， 已成为李天翼生活中

的主旋律。 “这中间也蕴含了对

文化的热爱与敬畏， 也是对孩子

最好的言传身教。 ” 李天翼说。

多年来， 张艳夫妻俩几乎每

年都要回农村生活一段时间，感

受和关注着贵州农村的巨大变

化。 西江苗寨是李天翼童年所居

的地方， 有着丰富的苗族文化资

源。 10 年来，西江苗寨从一个贫

困的苗族传统村落一跃成为“产

业兴、旅游旺、百姓富、文化保护

发展有力” 的现代苗族村落。 经

过 3 年的研究， 李天翼带领团队

在深度挖掘整理西江当地脱贫经

验的基础上，于 2018 年著文总结

了民族文化旅游脱贫致富的“西

江模式” 。2020 年《西江模式十年

发展报告》获得了贵州省第 13 次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

奖。

2019 年， 张艳一家被评为贵

州省“书香润德” 最美家庭；2020

年，张艳一家又获得“第二届贵

州省文明家庭” 称号和“第二届

全国文明家庭” 称号。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书香润德传家风 敬业爱岗好伉俪

———记“第二届全国文明家庭” 张艳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