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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开展以来，玉溪市第二职业高级
中学结合自身教育教学实际，以党
建为引领创新思政教育方式，用实
际行动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初心和使命，通过主题教育锤炼教
师的政治品格，以深厚的家国情怀
引导学生积极向上、崇尚美德。

高萍是玉溪二职中的一名语
文教师，同时也是一名党员，数十
年的教育生涯中，她兢兢业业，以

身作则，用实际行动交出一份践行
初心使命的合格答卷。她表示，开
展主题教育，就是要求每一位教师
主动走出舒适区，勇于打破常规，
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探索教育规律，
教师应该加强理论学习，把在主题
教育中激发出的热情转化为工作
的动力。

“我们学校党员人数从建校
成立时的 4名发展到 2016年时的
105名，校党支部也升格为中共玉

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委员会，并
建成了市级党建示范学校，开创
了‘一引领四融入’党建模式，即

‘坚持党建工作融入学校管理决
策，坚持党建工作融入师资队伍
建设，坚持党建工作融入校园文
化建设，坚持党建工作融入技能
人才培养’。学校创新出‘四校五
联’服务师生的新方式；借助‘2
群 1云 1台 1站’，实施了‘互联网+
党建’，提升了管理的科学水平。”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党委书记
庄忠荣介绍，主题教育开展以来，
学校党员提高了政治站位，全体
教师进一步提高了职业幸福感责
任感和使命感。

该校教师表示，将立足岗位爱
岗敬业热爱学生，使全体学生进得
来、留得住、学得好、出得去、用得
上，真正把立德树人工作落到实
处，为地方经济发展培养更多高素
质的技能型人才。

本报讯（通讯员 刘歆妮 向
永祥 记者 党晓培）“小康不小
康，厕所是一桩。”“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红塔
区结合巡视问题整改落实工作，
将农村“厕所革命”作为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具体举措，作为重要
的民生工程、生态工程、文明工程
来抓，坚决负起“厕所革命”实施
主体责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紧
盯目标任务，坚持攻坚克难，采取
有力措施，确保如期完成任务。

对已建成投入使用的各类公
厕，红塔区明确管理维护责任主
体，强化管理维护经费保障，严格
按照“三无三有”“四净三无二通一
明”的标准，实施规范化、标准化管
理，提高各类厕所服务质量。因地
制宜推进户厕和公厕无害化改造
建设，全面提升全区农村厕所改建
品质和管理质量。通过推广简单实
用、成本适中、接受度高的无害化
卫生改厕技术，引导村民们养成良
好的如厕卫生习惯。

记者走进春和街道黄草坝村
一组杨文和家的卫生间，只见洗
手池干净整洁、镜子明亮、墙上贴
着瓷砖。而在“厕所革命”开展之

前，黄草坝村屋前屋后是旱厕，到
了夏天，苍蝇飞、臭味重，不仅很
容易滋生细菌，更严重影响村民
们的身体健康。杨文和说：“厕所
改造好之后，上厕所方便了，也更
干净了。”

“我们村委会有317户报名改
造厕所，现在基本改完的约有 200
户，卫生厕所改出来，必须有一个蹲
坑、一个冲水箱，还有一个1.5立方
米以上的化粪池，三格化粪池，如果
达标了，政府补助每户1200元。”黄
草坝村委会土管专干李信说。

有了政府的奖补政策和党员
干部的示范引领，红塔区各乡街
道的“厕所革命”如火如荼地开
展，农村的生产生活环境得到了
全面的提升和改进，厕所的“脏乱
差”问题得到了彻底改变，居住环
境显著改善。

截至目前，红塔区城市公厕开
工4座，竣工 4座；乡镇公厕新建1
座，旱厕提升改造 4座，沟槽式简
易水冲厕提升改造开工7座，竣工
1座；旅游厕所开工 8座，竣工 2
座；村庄公厕开工25座，竣工8座，
农村无害化卫生户厕改造开工
4303座，竣工2073座。

红塔区“厕所革命”惠民生

“现在每个月都能领工资，生
活一天比一天好。”刚领到第三个
月的工资，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戛
洒镇曼哈社区居民、70岁的罗玲
英高兴地说。从传统农民到领工资
的“上班族”，罗玲英的变化源于戛
洒镇引进扶贫车间，把工作送到了
家门口。

曼哈社区是玉溪市最大的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共安置搬迁群众
586户2196人，其中安置建档立卡
贫困户98户347人。为解决搬迁群
众远离故土，维持原有产业困难的
问题，戛洒镇积极探索，加大培训，
创造岗位积极帮助搬迁群众由“务
农”向“务工”转变。然而，一些年纪
偏大、带有残疾或是家有病人需要
照顾的贫困户往往被用工单位拒之
门外。

为了让贫困群众在家门口就
能找到工作，今年 8月，戛洒镇会
同挂包单位玉溪市审计局引进了
湖南沅江市润湖渔网纺织制成品
制造有限公司，以曼哈社区为试点
打造地笼加工扶贫车间，开启“居
家式”就业模式。

罗玲英的儿子下半身瘫痪，70
岁的她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社区
通知罗玲英后，她经过简单培训后

正式上岗了，工种是绕线，在地笼
加工过程中属于最简单的一环。

“搬迁前，家里种点包谷、小菜，现
在每个月都能领工资，生活一天比
一天好。”罗玲英说。

照顾偏瘫的丈夫和摔伤的儿
子，生活的艰辛曾一度让 46岁的
建档立卡贫困户鲁开芬失去生活
的信心。走进扶贫车间后，她每个
月能有 1400元至 1500元收入，生
活有了明显改善。“最大的好处是
农闲时可以到公司做，农忙时可带
回家做，照顾病人和上班、务农都
不误。”鲁开芬说。

记者了解到，地笼加工项目操
作简单门槛低，只需培训 1天至 2
天就能掌握制作方法，同时，方式
灵活机动，群众只需缴纳保证金
后，就能将原材料领取到家中进行
制作，既可省去外出务工成本又可
兼顾土地，照顾家庭。

“目前，扶贫车间有 69 名工
人，他们都是曼哈社区的居民，年
龄最大的83岁，最小的20岁，收入
在 1000元至 1500元不等，等以后
熟练了，他们的工资会更高。”湖南
沅江市润湖渔网纺织制成品制造
有限公司负责人孙杰说。
通讯员李文雯本报记者贾云巍

曼哈社区
扶贫车间开启“居家式”就业

本报讯（通讯员 王欣 吉秋
羽）日前，在峨山彝族自治县小
街街道大维堵村委会举行的建
档立卡贫困户分红会场，大维堵
村委会 6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257
人共领到土鸡养殖、猕猴桃两个
产业扶贫项目分红款 61680元，
每户领到 240元到 1440元不等分
红款。

自2017年云南民逸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落地大维堵村委会以
来，农户与养殖场共同参与到当
地土鸡养殖扶贫项目发展中。今
年，通过“基地+农户”的模式已经
出栏13000多只鸡，不仅解决了建
档立卡贫困户增收问题，也为专

业土鸡养殖场发展增添了资金动
力。目前，公司已经带动 6户农户
成为养殖户，其中1户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

建档立卡贫困户普云珍说:
“公司帮助我们养鸡，希望公司继
续带领我们扩大养殖规模，把产
业做大做强。”云南民逸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诗罕波表示，在
今年出栏13000多只鸡的基础上，
争取明年出栏3万只，让贫困户的
日子越过越好。

2017年以来，大维堵村先后
引进土鸡养殖、猕猴桃产业扶贫
项目，采取土地租赁方式运行。目
前，两个产业均产生经济效益。

大维堵村
6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喜领分红

本报讯（记者 党晓培 通讯
员 方瑾瑞）进入冬季，元江哈尼
族彝族傣族自治县热坝区种植的
万亩青枣陆续成熟上市。连日来，
果农忙采果、客商忙装箱，新鲜青
枣正陆续销往省内外水果
市场。

元江县是全国
优质青枣主产区，
每年冬季销往
各地的鲜果达
4万多吨。截至
目前，全县青
枣种植面积
达 17000 余
亩 ，亩 产 2.4
吨，亩产值约
6800 元。青枣
种植产业已成
为元江乡村振兴
和生态观光旅游业
的一张名片。

立德树人 匠心筑梦
——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办学30年巡礼

本报记者党晓培贾云巍 文/图

30年沧桑巨变，30年薪火相传。玉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从
1989年建校至今，经过无数二职中人的不懈努力，成为玉溪市、
云南省乃至全国职业教育的标杆，被誉为职业教育的“常青树”。

1989年9月，学校正式挂牌成立，校名为玉溪第二职业高级
中学。建校之初，校园面积不足40亩，教职工仅10余人。30年
来，校园面积从1999年不足40亩增至210亩。30年来，玉溪二

职中迈上五级重大台阶：1992年5月，被评定为“省级合格职
中”；1994年1月，被评定为“省级示范职中”；1995年6月，被评
定为“省级重点职中”；2000年5月，被评定为“国家级重点职
中”；2015年11月，顺利通过国家三部委验收，被正式确定为全
国1000所“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办学迈上新
台阶。

早上6点45分，随着起床号的
响起，二职中师生一天的学习生活
拉开序幕，学生会的管理工作也随
之展开。舍管会逐层检查早操到位
情况；体育部在德育处老师的指导
下，安排学生的早操锻炼；卫生部
督导同学们对卫生区进行打扫；学
习部按部就班引导学生早读。在各
部门有条不紊安排下，校园内生机
盎然，活力四射；教室里文字激扬，
彰显本色。

休息时，上千人的食堂里，人

头攒动，井然有序，无人插队，吃饭
无人讲话，桌上无一片垃圾，学生
从被监督变成自觉习惯。

纪律部、督察部在各楼层对同
学们上自习的纪律进行监督。

晚自习结束时，学生会各部门
对当天工作汇总，并对第二天工作
进行安排。舍管会清查各宿舍学生
到位情况，有问题及时向老师报告。

记者采访发现，该校基本都是由
学生自主管理，秩序井然。

“我们围绕‘德育为先会做人，

技能为本会做事’的教育培养目
标，实施主体性德育，把职业技能
训练和学生的个性发展和人格完
善有机统一起来，把学做人与学技
能结合起来。”副校长潘志勇说，学
校注重学生的养成教育，培养学生
严谨的思想作风、崭新的精神面
貌、严明的组织纪律、良好的行为
规范和团队合作以及吃苦耐劳精
神，增强了学生自理、自律能力和
自尊、自重、自信、自强的思想意识
和能力，从而让学生学会做人、学

会生活、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培养
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心理素
质。学生们自觉了，老师的精力就
能更好地去投入到教学中，带出更
多更好的学生。

学校建校之初就全面制定实
施了理念、制度、行为等层面系列
的校园文化建设，经过30年的积累
沉淀，形成了完善的校园文化体
系，并让校园文化在全体师生员工
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培育
了浓郁的职校文化。

2016年 9月，玉溪二职中与老
挝占巴塞省合作办学，接收 40名
老挝学生到学校学习，开办“老挝
班”，实现办学国际化，为东南亚
邻国培养人才。

2019年 11月，在老挝首都万
象，刚入职当地中资企业寮中红塔
公司的老挝占巴塞省青年刘明（中
文名），拿到了毕业后走入社会的第
一笔月薪——400万老币（折合人
民币约 3200元），是当地平均薪资
水平的两倍多。因刘明会说中文，公
司还把他作为生产管理干部培养。

在老挝的中资企业内，像刘明一样
拿高薪的还有他的21名同学。他们
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云南玉溪
第二职业高级中学毕业生。

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春风，
2016年 5月，玉溪市委书记罗应光
率领玉溪党政代表团到老挝占巴
塞省开展友好交流活动，双方达
成了开展教育交流合作的意向。
经过深入磋商，2016年 7月 30日，
到访玉溪的老挝占巴塞省教育部
门相关负责人与玉溪市二职中签
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玉

溪第二职业高级中学与老挝人民
民主共和国占巴塞省培养中等职
业人才合作协议书》。为确保老挝
学生于 2016年 9月顺利入学，在
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短短的
2个月内，所有开班筹备工作顺利
完成。

老挝班学生大多都是 2000
年左右出生的，第一次远离父母
到异国他乡求学，无论是气候、
饮食、生活习惯还是语言方面都
不适应，进入学校不久，考验接
踵而至。

融入校园，语言是关键。为
此，二职中老师从简单的汉语拼
音教起，耐心地教老挝班学生读、
说、写。节假日，本地学生还邀请
老挝班学生到家里做客，感受中
国家庭的亲情氛围。

“儿子到中国学习后，学到了
很多知识，特别是毕业后找到了
事情做，能够独立生活。”刘明进
入中资企业工作后，父母通过他
向玉溪二职中发来了感谢语。

第二期老挝班的 40名学生，
已于11月18日抵达玉溪。

锤炼教师政治品格

实现办学国际化

本报讯（记者 贾云巍）12月
17日，京东云（玉溪）新经济产业园
举行开园仪式，开启了玉溪市与京
东集团全面战略合作的新篇章，标
志着京东云在玉溪、在云南真正实
现了扎根驻营。

2019 年 6 月，玉溪市与京东
集团签订了“互联网+新经济”
项目协议，在不到半年的时间
里，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相继
组织“10·17玉溪生鲜节”、京东
（玉溪）特产馆“双十一”线上线
下等活动，开展市县赋能培训
13期 1500人次，中国特色馆·玉
溪店成为京东商城最佳成长店
第一名。

此次京东（玉溪）新经济产业

园、京东智臻链云南绿色食品追
溯示范基地、京东云（玉溪）创新
中心、京东云（玉溪）新经济展厅
的正式揭牌以及区块链产业金融
服务平台的正式启动和普洱茶区
块链溯源平台的正式发布，将为
京东集团与玉溪的全面深化合作
筑牢发展基础，推动双方合作实
现质的飞跃。

玉溪市表示将一如既往地
加大对产业园及入园企业的服
务力度，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
化与京东集团的全方面合作，把
京东云（玉溪）新经济产业园打
造成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
最好的示范园，共同实现“京玉
求精、智创未来”。

京东云（玉溪）新经济产业园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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