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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味文体活动。 扎西科社区供图

本报记者 余 晖 程宦宁
通讯员 更尕江永

“各位社区居民，大家好！这两天

路上有些车停放不规范，一是影响咱们

的消防安全，二是影响社区面貌，如果

是本社区居民，请你们一定规范停放；

要是租住户，麻烦大家左邻右舍相互告

知一下，让租住户规范停车，共同营造

安全、温馨的社区环境。”

7 月 1 日，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

扎西科街道扎西科社区居民白玛多杰

在社区微信群里与大伙讨论这几天道

路乱停车的事。

“好的，收到……”

“ 是 啊 ！ 路 上 不 能 乱 停 车 ，不 安

全。”

“出租户也是社区临时一员，如果

是他们停的也要说清楚，规范停放就

行。”

……

消息刚一发出，群里就你一言我一

语地接到。

“把心聚一起，有事大家一起干。”

藏族老人白玛多杰是社区里出了名的

热心人。作为一名老党员，他说：“从规

范小区停车，到调解邻里纠纷，再到倡

导垃圾分类、治理小区环境、照顾孤寡

老人……现在啥事大家都是商量着来，

有事共同分担，互帮互助已成为大家的

行动自觉和生活习惯。”

越来越好的社区环境、越抱越紧

的“石榴籽”……居民们发自内心感

慨，现在的幸福指数更高了。“我们社

区以前垃圾乱堆乱放，在街道和社区

以 及 居 民 共 同 参 与 下 ， 社 区 变 化 很

大，路更平整、垃圾不落地，我们住

得更安心也更舒心了。”土族居民祁统

邦说。

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扎西

科社区总户数达到 1555 户，总人口数

5439 人，民族多元交织，辖区均属开放

式院落，片区范围广，但这也让邻里之

间走得更亲、更近。在这里，藏族、汉

族、回族、土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和睦

共处。

一走进扎西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火红的石榴籽雕塑首先映入眼帘，雕塑

正下方写着：各民族要像“石榴籽”那

样紧紧抱在一起。

“这里是社区居民的服务站，也是

组织大家聚会的好场所。平时，我们在

这里开展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学习、举

办民族团结进步先进典型等座谈会联

谊会等，讲好民族团结故事，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社区民族团结氛围日

益浓厚。”社区党支部书记索昂巴占告

诉记者。

社区还积极组织各类文体活动，

以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和中秋节、重

阳节等传统节庆为契机，广泛开展民

族团结进步宣传。通过举办趣味健身

运动会、文艺演出等，让各族群众在

欢乐的氛围中感受中华文化魅力，进

一步加深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

归属感。

“每逢重大纪念日、中华民族传统

节日，社区都会举办各种民族团结教育

活动，增进‘五个认同’，并且还组织开

展舞蹈、合唱等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

不仅丰富了各族群众的文化生活，更为

大家提供了交流互动的平台，让他们在

共同参与中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和友

谊，各民族居民融入其中，亲如一家。”

索昂巴占说。

社区还邀请本辖区优秀老党员等

为社区党员和各族群众讲守护可可西

里、玉树抗震救灾的故事，在先进事迹

和伟大精神的感染下，社区党员、居民

不仅提高了民族团结意识，更激发了爱

国爱家的热情。

“我们小区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

庭，平时邻里关系十分和睦，而且社

区活动也缤纷多彩。今年端午节，社

区组织大家开展‘端午佳节欢乐多，

石榴籽情欢意浓’的节庆活动，相约

一 起 在 社 区 包 粽 子 、 品 美 食 、 话 幸

福，度过了一个快乐的传统佳节。”居

民郭增华表示，生活在这样一个团结

互助、亲如一家的社区里，很温馨，

很幸福。

“每年年底，社区都会组织辖区居

民团聚在一起，一同精心编排节目，与

社区工作人员合唱《一个妈妈的女儿》

《五 十 六 个 民 族》等 温 暖 有 意 义 的 歌

曲。不仅如此，社区还会专程上门给

我们送来关心，详细了解各个家庭的

生活状况，看看大家有什么困难，对

我们各族群众来说，真是十分暖心。”

祁统邦感慨到。

社区“石榴籽”同心话幸福

本报记者 洪玉杰

“尹老师好！”

“同学们好！”

6 月 28 日，明艳的阳光照在河阴

中学操场上，精气神十足的尹子悦向

着教学楼走去，一路上遇到学生问好，

她一一回应。

尹子悦是江苏南通大学研究生，

因为“校联体”的机遇，来到海南藏族

自治州贵德县河阴中学任职八年级英

语教学老师。

尹子悦口中的“校联体”，简言之，

就是由多所学校共同组成的一种教育

合作体制。通过师徒结对、专题辅导、

示范课、公开课、同课异构等方式，探

索教师交流机制，提高老师的教育教

学水平，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

时间回到 2023 年，贵德县以援青

机制为契机，联合江苏省南通市，以

“校联体”模式，在学校各项管理制度、

师资队伍建设、教育资源、教学研究等

方面实现深度融合、共赢共享。

“当时，只是抱着来看看的心态。”

尹子悦说：“没想到，教学环境这么好，

学生进步也很快，自己很快爱上了这

里。”

近年来，贵德县将教育发展作为

提升民生福祉的重要内容，当地教育

迈入史上投入力度最大、办学条件改

善最快、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

走进河阴中学，三五成群的学生

在操场奔跑，电教室、图书室、风雨操

场等优质教学设施一应俱全，书香气

息迎面扑来。

尹子悦来到英语教研组，继续完

成教材分析、学生分析、教学设计等方

面的讨论，跟她对接的是八年级英语

课教师、英语教研组组长马晓莉。

马晓莉是最早前往南通市启秀中

学 学 习 的 教 师 代 表 ，看 到 往 常 老 师

“讲”，学生“听”的教学方式，在那里角

色互换，短短数天时间，对马晓莉的影

响却很大。

回来后，马晓莉在课堂上“依葫芦

画瓢”开展“小组讨论”“知识点探索”

“外景学习”，从最开始“注重结果”向

着“注重过程”转变，同学们争先恐后

地举手回答问题，或者变为“主角”，给

老师和同学们“讲课”，教学效果十分

显著。

“南通的教育资源、教学模式，师

资力量，在教育行业名列前茅，我们的

教育资源体量不大，生源、师资、教研

有待长足发展，而‘校联体’就是缩小

教育区域差距、提高教育质量的最好

办法。”河阴中学校长李洪林说。

一项好政策可以激发教育的无限

潜力，“校联体”不仅实现了城乡优质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整体

提升的“法宝”，更是“让学生成为主

角”的具体体现。

通过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

式、管理体制改革，河阴中学连续三年

中考成绩排名海南全州第一，仅 2023
年，就有 133 名贵德学子考入 985、211
院校。

看着“校联体”将优秀教育资源

“联”到家门口，贵德县城周边的农牧

民群众乐得合不拢嘴。河阴镇林荫社

区的居民李加才让说：“守着家门口的

好学校，好老师，谁不愿意自己的娃娃

能够教育好。”

目前，南通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

学、海安实小、南通市启秀中学、海安

紫石中学等四所学校与贵德县河阴寄

宿制学校等四所学校正式结对，两地

将在多领域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

截至目前，南通共援派 68 名教师深入

贵德开展本土教研工作，贵德派出 60
名教师赴南通学习进修。

“教育，永远不是一蹴而就的，是

一个漫长的、时时刻刻倾注心血的过

程。只有把顶层设计和地方实际探索

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教育事业高质量

发展。用知识改变命运，以教育成就

未 来 ，‘ 校 联 体 ’就 是 最 好 的 探 索 路

径。”贵德县委书记白永栋说。

优质教育
“联”到家门口

本报记者 陈 俊 通讯员 马雅丽

“咯咯咯……”6 月 12 日，在海东市

平安区平安街道张家寨村一块荒废的

沙地里，养殖大棚里鸡叫声此起彼伏。

村党支部书记和工作人员一边观察鸡

的生长状态，一边在 3 个养殖大棚捡拾

刚产的一枚枚鲜蛋。

今年初，平安街道张家寨村党支部

认真学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立足

村情，抢抓机遇，盘活村里资源——闲

置沙场，发展田间生态散养鸡产业，推

动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当时我们与街道党工委、办事处

以及联姻支部平安区第三中学，共同学

习党的一系列兴农富农惠农政策，谋划

村集体发展思路，依托村里现有的养鸡

经验，并前往西宁、尖扎、互助等地考察

学习，之后一致认为芦花鸡味美肉佳，

具有药膳作用、保健功效，并且饲养方

便、抗病能力强，随后我们立即选定村

子里荒废的沙场，通过村集体经济合作

社建厂规划，现如今我们的日间照料中

心的老人已经吃上新鲜的鸡蛋了。”党

支部书记王新军乐呵呵地说。

村民陈松中说：“我现在每月工资

2500元，主要在厂子里负责看护、喂养散

养鸡，捡拾、打包鸡蛋，村子里的养鸡场让

我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我的父母老了，

现在工作离家近，照顾父母也比较方便。”

张家寨村养鸡场由村集体通过自

主经营，在 10 亩（0.667 公顷）地上建起

三个养殖大棚，目前有 1800 只鸡，生产

的芦花鸡蛋一部分用于张家寨村老年

人日间照料中心内的上百位老年人餐

食供应，另外一部分通过联姻支部学校

食堂供应、发往西宁等地长期合作经

营，目前已经成功洽谈。养殖的芦花鸡

预计 4个月后出栏，可收益 9万元，这些

收益主要用于保障张家寨村老年人日

间照料中心后期运行费用。

据介绍，在满足张家寨村 400 余名

60岁以上老年人就近就便、多层次、多样

化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解决年轻人外

出就业、务工等后顾之忧的同时，有效盘

活闲置资源资产，平安街道主要负责人

与张家寨村“两委”干部多方筹集资金，

将闲置许久的张家寨村小学打造成总面

积 7128 平方米的村级老年人日间照料

中心，内设棋牌室、放映室、食堂、洗衣

房、理发室等，满足了老年群体的不同需

求，为周边老年人提供优质照料服务奠

定了坚实基础，并解决村内4人就业。

说起张家寨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

心，村里人纷纷竖起大拇指：“我们村里

六十岁以上老年人有 300 多人，七十岁

以上有 100 多人，子女要外出打工，中

午没时间回家做饭，村上合理利用废弃

的学校，打造成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

中午我们可以免费吃午餐，还能坐在一

起唠唠家常，增加邻里感情。”

“还有理发室、休息室、乐器室等，

充分满足大家的不同需求。”

“现在党的政策越来越好了，村干

部干劲儿十足，日间照料中心的这碗热

乎饭，暖到我们心窝里了。”

“现在村子里办起了养鸡场，我们

不仅能吃到新鲜的土鸡蛋，还对长期经

营日间照料中心心里更有底了。”

……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表达着在村子

里居住的幸福感。

平安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贾永录说：

“近期，我们通过申请到的 360 万元东

西部合作资金，正在建设张家寨村经济

股份合作社应急蔬菜保鲜库建设项目，

冷鲜库建成后主要用于租赁，储备养鸡

场新鲜鸡蛋，以及在种地结束后可二次

种菜并储备，形成全链条式产业。同

时，针对平安区是柴火鸡的策源地，积

极向各柴火鸡餐饮店提供土鸡这个产

业方向布局。”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今年以

来，平安街道党工委以党建为引领，不

断壮大村集体经济，提升乡村产业发展

水平，通过一村带动一片，打通了农特

产品“出山”快车道，构建乡村产业发展

新体系，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优化升级，助力

农村流通高质量发展，强化农民增收举

措，全力提升农民幸福感获得感。

党建引领张力足 生态养鸡助振兴

江苏教师走进贵德开展教学。

课堂上，学生老师共同学习。 本报记者 洪玉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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