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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开远市抓实乡村“家长夜校”文明实践活动——

开设精品课堂 形成育人合力
本报记者饶勇通讯员李雪琼

近日，开远市乡村“家长夜校”精
品课走乡村活动正式启动，首堂课在
小龙潭镇小寨街村委会举行。

开远市此次推出的乡村“家长夜
校”精品课，围绕如何提高文明实践活
动质效，聚焦改善亲子关系、正确使用
电子产品等家庭教育中最关心、最期
盼的需求，开发设置“特殊家访”“星期
天”等嵌入式课程，以“理论+情景展
示+案例分析+互动”形式下沉各乡镇
（街道），推动家庭教育理念普及，强化
家校社协同育人合力，切实服务关爱

“一老一小”，解决家庭教育中的迫切
问题。

围绕“如何做一名合格家长”主
题，课程针对农村家庭教育中最关心、
最期盼的痛点难点问题，以群众需求
为导向，提供多元化、多类型、菜单式
服务，以家庭教育助力乡村基层治理。

活动中，开远市文化馆原创自编
精品课《星期天》，通过现实题材情景
剧，以孩子沉迷手机为切入点，生动呈
现家庭教育中常见的问题，唤起家长
对网络使用边界的重视。

开远市乡村“家长夜校”师资库
专业教师高艳霞结合节目内容进行
现场解读，围绕“手机使用与亲子关
系”主题，提出家长应与孩子共同制
定规则、以身作则，强调亲子陪伴的
重要性，倡导多交流、多陪伴，营造和
谐家庭氛围。

聚焦“农村家庭教育的短板是什
么就补什么、群众需要什么就讲什
么”，开远市通过走访、座谈、问卷等方
式，广泛听取家长诉求并形成需求清
单，组织师资力量“照单开方”设置乡

村“家长夜校”精品课，量身定制课程
和授课形式，建立市乡优质课程共享
资源库。

以精品课为依托，开远市抓实常
态化乡村“家长夜校”文明实践活动，
根据村情、民情、家情，结合实际制定
年度乡村“家长夜校”文明实践活动课
程计划表，统筹开设开学第一课、假期

安全教育、农事技能提升等课程，做到
每月有一课、年底全覆盖。积极探索

“家长夜校+理论武装、产业发展、文
化惠民、文明乡风建设”等模式，组织
设计角色扮演、情景模拟、双语教学、
趣味游戏等互动式、体验式教学方
法，让群众听得懂、学得会、喜欢来、
有提升。

“市委宣传部将联合相关职能部
门及各乡镇（街道）构建‘市级专业人
士+乡级常备力量’师资库，因地制宜
抓实长短结合、乡校结合、大小结合、
线上线下结合，推动乡村‘家长夜校’
文明实践活动处处可去、人人可及。”
开远市委文明办专职副主任梁云超
介绍。

“老师，我现在心情好多了，我想我
已经和压力成了朋友。”原本沉默寡言
的小雨（化名）开心地对老师说。

近日，在永胜县青少年心理发展中
心，专职心理教师张美秋正在利用其设
计的《生命意义与曼陀罗绘画深化》团
辅课程，借助游戏、生命线绘制、冥想、
曼陀罗绘画等形式，帮助处于成长困惑
中的学生进行心理减压训练。

永胜县教育体育局教育股股长罗
德平介绍，永胜县青少年心理发展中
心配备先进的心理训练及测评系统，
与永胜县第一中学、永胜县第四中学
心理辅导室，共同构建起“中心+学校
心理辅导室+24小时云热线”服务体
系，极大满足了永胜县中小学师生心
理咨询需求。

如何提升心育效能，为师生成长赋
能？永胜县探索建立县级指导中心、片
区服务站（乡镇卫生院）、学校心理辅导
室三级实体化阵地，构建起政府主导、
部门协同、家校社联动的立体化心育格
局，教育、卫健、民政等 8个部门建立联
席会议制度，12个社会组织参与的项目
积极开展，形成“学校吹哨、部门报到、
社会参与”的协同机制。

永胜县教体局定期开展学生动态
化心理监测，学校心育教师通过普测筛

查、重点访谈、分级干预流程，累计建立
学生心理成长档案两万份，重点学生干
预方案个性化定制率达100%。制定《永
胜县校园心理危机干预操作手册》，明
确发现、报告、评估、干预、转介、追踪六
步流程。为确保危机事件可及时响应、
有效处置，永胜县教体局还与攀枝花市

人民医院、永胜县人民医院共同建立
“医教协同绿色通道”，开通心理危机学
生就诊优先挂号、优先诊疗、优先住院

“三优先”通道，切实为青少年健康成长
保驾护航。

永胜县第一中学创新推出“心理委
员”制度，建立“班级晴雨表”日报机制，

大大提升了预警前置率。“同学们的情
绪就像晴雨表上的刻度，及时报告，就
能帮老师把‘阴雨’挡在教室外。”心理
委员小林自豪地说。

为解决心育师资短缺问题，永胜县
教体局实施“123培养计划”：每年选拔
教师参加国家级心理研修，建立县域心
育健康名师工作室、永胜县心理健康教
育项目平台，开展岗前通识培训、专项
技能培训、高阶督导培训三级进阶培
训。近 3年，累计培训教师 189人次，实
现了兼职心理教师100%全覆盖。

在今年 5月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
传教育月活动期间，永胜县教体局联合
卫健、共青团等部门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活动期间，全县举
办心理健康讲座9场，覆盖学生1300人
次、家长 2600人次，不仅有效提升了家
长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程度与
应对能力，也为学生心理健康成长提供
专业指导与支持。

“我们把心育的根深深扎进教育的
土壤。现在的课堂上，孩子们抬头率和
表达率直线上升。”永胜县教体局局长
龙雨说，下一步，永胜县将持续深耕“心
育+”融合模式，探索AI心理陪伴、社区
心育场景化等创新路径，让爱的阳光照
进青少年的心灵。

永胜县构建“中心+学校心理辅导室+24小时云热线”服务体系——

关注心理健康 培育阳光少年

永胜县青少年心理发展中心老师张美秋正在为学生进行心理减压训练。

本报记者李铁成通讯员杜青梅 文/图

近年来，广南县人民检察院通过打
造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深化“法治
进校园”活动、精心培育“桃源未检”特
色品牌等举措，让法治力量润物无声般
呵护未成年人成长。

广南县人口居文山壮族苗族自治
州 8个县（市）之首，未成年人群体基数
庞大，留守儿童逾两万名。“面对这一形
势，广南县人民检察院立足法律监督机
关职能，协同各方力量，全力为边疆民
族地区未成年人构筑坚实的法治保护
屏障，从源头防范负面事件发生。”广南
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易星星表示。

在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一群小
学生正围着一个“电话亭”，电话响了，
话筒里传出声音：“您好，恭喜您中奖
了，请提供银行卡号领取奖金！”接电话
的 12岁的李同学立即回应：“这是诈
骗，我不会上当的！”这是广南县创新未
成年人法治教育的一个生动场景。

今年以来，广南县人民检察院以青
少年法治教育基地为阵地，创新推出

“沉浸式普法”工作模式，将传统法治教
育转变为孩子们可参与、可体验、可互
动的学习过程，为边疆地区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探索新路径。

作为文山州“利剑护蕾”专项行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南县推出“法治副
校长”与“法治班主任”双轨工作机制，
将法治教育从“偶尔来访”变为“日常

驻守”。
“法治副校长”“第二班主任”定期

入校开展法治教育，立足广南县壮族、
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等实际，制作发放
壮语、苗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版本的法治
宣传册、普法漫画、音视频资料，确保少
数民族学生及家长听得懂、学得进。

结合当地民族风俗和生活习惯，通

过讲座讲解早婚早育危害、反对家庭暴
力等与未成年人权益相关的法律知识。
同时，采用模拟法庭、情景剧、知识竞赛
等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增强互动性和
吸引力。近年来，已开展“法治进校园”
活动百余场，覆盖全县中小学，惠及师
生超十万人。

此外，广南县检察院坚持“教育、感

化、挽救”方针，对涉罪未成年人开展精
准帮教。

2024年，高三学子农某某因涉嫌盗
窃罪，前程蒙尘。经走访调查，广南县
人民检察院发现，农某某自幼由患有
智力障碍的爷爷抚养，秉持“教育挽
救”理念，检察官为其量身定制成长方
案：依法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督促
监护人履职赔偿、协助备考，并联合关
工委进行帮教。考察期内，农某某深刻
悔悟、全力冲刺高考。事后，农某某在
其法定代理人的陪同下，来到检察院
献上锦旗。

近 3年来，广南县人民检察院对多
名未成年人作出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有
效减少了部分涉罪未成年人进入刑事
审判程序的概率。此外，深入剖析旧案
根源，形成专题报告提请县委、县人大
支持，通过夯实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
人“一人一档动态管理”机制、联合团
委妇联打造关爱服务站及家庭教育团
队、推动行业治理等举措，构建“府检
联动”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全面强化社
会防护网。

为构建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体系，全面提升未检工作质效，今年 5
月，广南县人民检察院打造“桃源未检”
品牌，目前已成功组建专业团队，并规
范化运作了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和

“一站式”保护中心等项目。

走进玉溪市红塔区共美家园小区，
整齐划一的停车位、人车分流的健康
步道与连片打通的空间格局相得益
彰。这个红塔区老旧小区改造的“样板
工程”，通过拆除有形的围墙、打通无
形的隔阂，实现了从老旧散到美宜居
的美丽蜕变。

作为红塔区老旧小区改造的省级
示范项目，共美家园的前身是 18个各
自封闭的小区。通过系统改造，拆除
3000多米围墙、清理了 342个违建柴
棚和 32处违章建筑，实现了片区的整
体连通，小区绿化率从 10%提升至
22%，新增停车位 1000余个，并配套建
设了社区活动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形成便捷的“十分
钟生活圈”。

在改造中，共美家园的改造资金
被精准投入到“里子”工程上：地下管
网更新、墙面防水处理、堵塞下水道疏
通等“看不见的工程”得到优先保障，

切实提升了居住品质。自 2021年 12月
完成改造以来，共美家园着力构建长
效治理机制，通过“党建引领、多元共
治”模式，引入“社区规划师”组织居民
共商公约，组建“家园护卫队”每日巡
查，通过安装智能门禁、完善监控系
统、设立微型消防站等措施，全面提升
安全管理水平。

共美家园的蝶变，是红塔区系统推
进老旧小区改造的缩影。红塔区创新实
践，探索出改造片区化、融资多样化、运
营市场化、管理智慧化、治理多元化的

“五化”新路径。在破解资金难题上，采
用中央省级补一点、市区政府投一点、
居民出一点、资源整一点、社会筹一点
的“五个一点”资金筹措模式，多渠道投
入逾 13亿元。自 2019年改造工作启动
以来，全区已完成 261个小区改造，惠
及数万居民。

本报记者杨茜
通讯员李书帆李晃全

改造资金精准投入“里子”工程——

红塔区老旧小区换新颜

广南县人民检察院打造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

播撒法治种子 筑牢成长防线

弥渡县积极探索刚性引进与柔
性使用相结合的引才模式，通过医
疗对口帮扶、银龄教师支教等举措，
推动优质资源下沉，提升医疗教育
水平，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民
生服务。

在弥渡县人民医院今年 3月新开
设的伤口造口门诊，昆明医科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驻点帮扶专家肖艳介绍，
该门诊通过专业护理与综合干预，大
幅缩短了慢性难愈性伤口、术后感染
伤口等复杂伤口患者的治疗周期。身
为驻点帮扶的护理部副主任，她一直
致力于推动伤口造口门诊的开设以
及 PICC置管等关键技术的应用。“看
到这里的医生也能独立处理复杂特
殊的伤口造口，熟练操作 PICC 置管
术为患者服务，我非常有成就感，觉
得再多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肖艳感
慨道。

自 2021年起，弥渡县人民医院与
多家知名医院建立对口帮扶关系，先
后迎来 9批共 43名专家驻点帮扶。在
专家团队的助力下，弥渡县人民医院
建成云南省首家消化系统疾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县级分中心，设立伤口
造口专科门诊，并引进 40 余项诊疗
新技术，填补多项技术与学科空白。
在此期间，累计开展门诊诊疗超 3万
人次，通过“师带徒”的培养模式，培
育出 70余名本土业务骨干。

为让对口帮扶专家安心工作，弥渡
县不仅为专家开展帮扶工作搭建优质
平台，优先高效配置各类资源，还开设

对口支援专家门诊、举办健康讲座、开
展下乡义诊等，有效扩大专家在当地的
影响力，让更多群众从中受益。

银龄教师的到来，为山区孩子照
亮了求知的新天地。在德苴乡初级
中学的教室里，退休教师李楚平正
为孩子们生动讲解季风气候。这所
地处偏远山区的学校，长期面临专
业地理教师短缺的困境。年近花甲
的李楚平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请
缨前来支教。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德
苴中学学生学习成绩大幅提高。除
了日常授课，李楚平还与青年教师
结成帮扶对子，毫无保留地传授自
己几十年的教学经验，带动青年教
师快速成长。

像李楚平这样的银龄教师，弥渡
县已招募 9名，覆盖心理健康、音乐、
美术等学科。2025年，弥渡县计划再
引进 10 名银龄教师，进一步充实师
资力量。县教体局秉持“一人一策”原
则，为银龄教师提供住房、交通、健康
等全方位保障，并设立 32.8万元专项
补助，用于银龄教师工资发放和考核
奖励。

2024年，弥渡县通过构建刚性引
进与柔性使用相结合的人才生态，公
开招聘教育、卫生专业人才 130 名。

“刚柔并济”的引才策略，不仅为弥渡
县引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更
培养了一批本土人才，为县域经济社
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秦蒙琳
通讯员 杨文虹

刚柔并济引人才 聚智聚力惠民生

帮扶专家肖艳帮扶专家肖艳组织医护人员开展业务培训组织医护人员开展业务培训。。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杨文虹杨文虹摄摄

5月24日，“法治班主任”组织广南县一小民族班学生参观未成年人法治教育
基地。 本报通讯员 胡朝锋 摄

6月25日，乡村“家长夜校”精品课《特殊的家访》走进开远市小龙潭镇小寨街村委会。 本报通讯员迟晓景摄

本报记者李彤

本报讯（记者 胡晓蓉）7月 11日，
在云南省委社会工作部关心指导下，美
团在昆明市打造的首个“骑手之家”正
式投入运营。截至目前，首批“骑手之
家”已在昆明、武汉、苏州、无锡、中山、
沈阳、太原 7个城市建成并陆续投入
使用。

位于昆明市西山区杨家社区的
“骑手之家”占地面积约 102平方米，
里面配置了空调、液晶电视、饮水机、
应急药箱、报纸杂志等。驿站内设综
合接待区、舒适休息区、便捷生活服
务区、多功能培训活动区及政策咨询
服务区等，预计将覆盖周边 6公里范
围内约 8000名骑手。

美团华南履约配送负责人郭子

超介绍，作为面向全行业骑手的开放
式服务平台，“骑手之家”精准对接骑手
日常工作中的核心需求，是集休息补
给、权益保障、技能发展于一体的实体
服务网络，为骑手群体提供一个工作上
能解决问题、生活上能提供帮助的温暖
港湾。

“美团‘骑手之家’落地彰显了美
团积极关注骑手群体的权益保障工
作，持续深化‘同舟计划’骑手生态与
体验治理。”云南省委社会工作部相
关负责人说。此前，美团宣布启动

“2025夏季清凉行动”，自 7月 1日起
分批次为全国 300多万骑手提供“防
暑险”，并在高温时段随订单发放高
温关怀金。

昆明首个“骑手之家”落地西山区

资讯

本报讯（记者 王琼梅）为切实解
决职工子女暑期无人照管的实际困
难，禄劝县总工会 2025年“会暖春芽·
相伴成长”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于近
日在禄劝县轿子山幼儿园开班。

来自全县机关企事业单位、新
就业形态劳动者、农民工等 319 名
职工子女报名参加，托管班开办幼
儿园阶段班级 8个班 241人、小学阶

段班级 3 个班 78 人。据介绍，今年
的爱心托管班将像往年一样，通过
学习、活动、照护相结合的模式，为
职工子女打造一个沟通、互动、学
习、成长的暑期乐园。为满足不同年
龄阶段儿童成长需求，托管班精心
设计了丰富多样的课程和活动，力
求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健
康、充实的暑假。

禄劝职工子女暑期托管班为职工解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