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域整体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高位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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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一个村都不能少。”龙潭镇党委负责人
介绍，美丽乡村建设涉及乡村产业发展、生态环境整治、文化建
设、基层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点多面广，各项工作繁杂，全域推
进面临极大挑战。

为此，渌口区成立了全域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区
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任组长，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为副组
长，坚持高位推进、统筹协调，合力推进龙潭镇美丽乡村全域创建
工作。

2019年以来，区委、区政府多次召开龙潭镇全域美丽乡村建设
工作推进会议，协调解决具体问题；区委、区政府领导多次到镇入
村开展专题调研，就重大问题指路支招，并建立了区级领导为联点
责任领导，相关责任部门主要领导、乡镇党政班子联村的工作责任
机制，强力推进各村全面开展全域美丽乡村示范创建工作。

2019 年，《龙潭镇全域推进美丽
乡村示范创建工作方案》出台，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常态化、制度化和规范
化有了行动指南，一场轰轰烈烈的美
丽乡村建设行动由此展开。

开展村庄清洁行动，建立“户收
集、村集中、镇转运”的垃圾清运体系，
配备保洁车 20辆，垃圾桶 5300多个，
全 镇 行 政 村 实 现 村 庄 清 洁 比 例 达
100%，基本消除农村黑臭水体，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率90%以上。

开展村庄规划编制行动，编制了
《龙潭镇村庄规划（2019-2025）》，实
现村庄规划覆盖率 100%，坚持“先规
划后建房”的基本原则，有序推进各
类项目实施。

开展“空心房”整治行动，整治
1700栋“空心房”，全镇“空心房”的整
治率达 95%，为实现乡村振兴、建设
美丽龙潭打下坚实的基础。

开展农村旱厕清零行动，坚持不
懈推进“厕所革命”，2019年完成户厕
改造 815 户，2020 年完成户厕改建
500 户，实现农户卫生厕所普及率达
97.6%，农户旱厕基本清除。

开展农村公厕建设行动，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美好
生活的新需要，改造公厕 8 座，新建
公厕 2座。

开展建立村庄保洁机制行动，实
现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常态化、制度
化，让干净整洁、环境优美成为龙潭
常态。

开展“最美庭院”“新乡贤”等评选
活动，评选出“最美庭院”416户、“文明
家庭”50户、“新乡贤”10余人，以身边
榜样、身边好人教育引导群众。

开展村庄绿化行动，村道两侧栽
种各类本地乔灌木 2170株，种植油茶
和杉树 6700亩。

开展农村垃圾污水治理收益农
户适当收费行动，引导村民树立“谁
受益，谁付费”的自觉意识。

开展消灭集体经济“空壳村”行
动，“一村一策”夯实村级集体经济产
业支撑，实现“空壳村”清零。

村庄变干净整洁了，美丽乡村
“留住了乡愁”；村民的腰包鼓起来
了，精气神也好了。如今的龙潭镇，环
境美，让人住得舒心；发展美，让日子
过得越来越舒畅。

“十大行动让龙潭镇的美丽乡村
有了‘面子’，十大探索创新，则让我
们的美丽乡村有了里子。”上述负责
人介绍，在突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重
点的同时，龙潭镇注重探索创新，在
美丽乡村建设上创造经验。

开展宅基地管理试点示范行动，
选择龙潭村和太田村进行试点，落实

“一户一宅”“增减挂钩”政策，宅基地
复垦新增耕地约 200亩。

率先在全区开展垃圾分类试点
示范行动，在试点村配备分类垃圾桶

200余套，基本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减
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整治试
点示范行动，太田村内黑臭水体及周
边坑塘、沟渠的黑臭水体实现了“三
清一净”的目标，为农村黑臭水体整
治提供了新路。

开展粪污资源化利用试点示范
行动，西冲村内畜禽规模养殖场进行
了资源化利用改造升级，为全区畜禽
养殖污染治理作出了示范。

一系列开创性的做法，探索了新

经验，也让龙潭农村焕发了新时代的
勃勃生机。新燕村是上述一系列探索
成绩的缩影，通过打造以生态、文化
为主题的高品质生态旅游区，探索美
丽乡村建设新模式，该村实现“四季
有绿、三季有花”的多层次立体绿化，
安装太阳能路灯 300盏，开展了垃圾
分类示范行动，建设了高标准村级活
动中心，实现村集体经济年均纯收入
10万元以上。“住在村里，比住在城里
还开心。”如今的新燕村，不少村民
说。

“十大行动”绘出景美人和新图景整体推进

先行先试探索美丽乡村建设新经验探索创新

初冬时节，走进渌口区龙潭镇的乡间田野，到处可
见的宽敞平坦的公路、连山成片的果园、热闹喜庆的文
化墙、窗明几净的农家小院、村民脸上的笑靥，共同勾
画出了一幅美丽乡村新画卷。

推动巩固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全域推进
美丽乡村建设上蹚出新路子——从全镇贫困村摘帽，
到全域美丽乡村建设效果彰显，渌口区龙潭镇只用了
2年多时间。

▲村庄清洁行动

龙潭镇蓬源仙山风力发电场龙潭镇蓬源仙山风力发电场

▲神农林下草药种植

西冲村老年协会腰鼓队表演西冲村老年协会腰鼓队表演

美丽乡村，绝不仅仅体现
在村容村貌的好转以及环境的
清洁上，更体现在农村产业发
展、村民的精气神提升上。

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
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总要求，龙潭镇把美丽
乡村建设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相结合，将美丽乡村建设作为
新农村建设和环境整治的“升
级版”，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和
新农村建设，打造了村村宜居
宜业、户户文明和谐、人人共建
共享的农民幸福家园。

“这些年外出打工很少回
家，但每次回来，镇里真是一天
一 个 样 ，美 得 让 人 不 想 出 去
了。”一位返乡务工人员感慨。

如今的龙潭之美，美在发
展布局更优。以编制《龙潭镇村
庄规划（2019-2025）》等相关规
划为契机，龙潭镇细化区域内
生产、生活、服务生态功能定
位，明确垃圾、污水、改厕、绿
化、乡村旅游等项目建设时序
与要求，推进项目整合、资源整
合，分步实施。

美在镇村产业更强。今年
以来，通过全资、入股等方式发
展油茶种植、竹业加工、走地鸡
养殖等产业，建设光伏发电项

目、招商引资引进生产企业等
方式，龙潭镇新增就业岗位近
200 个 ，实 现 集 体 经 济“空 壳
村”清零。

美在生活环境更靓。全镇
实现公路硬化“村村通，组组
通，户户通”，农村粪污综合利
用率达到 90%以上，取缔不规
范垃圾池 500 座，投资 1520 万
元建成龙潭镇污水处理厂，实
现生活污水清洁排放。

美在乡村风尚更高，通过
开展“最美新乡贤”“文明家庭”
等系列评选，一批身边好人获
表彰、成表率，进一步带动提升
了全镇精神文明建设和乡村治
理工作水平。

2019 年，龙潭镇荣获市级
文明村镇、市级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示范乡镇、市级综治
工作先进乡镇等荣誉称号，在
全区社会公众安全感测评中排
名第二。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
住乡愁，随着新一轮环境整治
工作的开展，更干净更整洁的
龙潭徐徐展现在世人面前。随
着产业的不断发展，企业云来、
人气集聚，未来更富裕更富足
的龙潭可期。

美丽乡村，龙潭如画。

美丽龙潭如画来系统集成

党建助力美丽
乡村为村庄添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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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记者 侯德怀
通讯员/李勇 张海棠

株洲日报讯 11月 30日至 12月 1日，株洲市初中
化学实验教学比赛在荷塘区景弘中学举行。参与 PK
的 30位老师虽然来自城乡不同学校，却有一半多是
相互熟悉的老朋友，因为他们都是初中化学 NPK 读
书共同体的成员。

在九年义务教育中，只有初三年级开设化学课。

因此，很多乡村中学只有 1-2 名化学教师，实验仪器
和实验方法都比较匮乏。2009 年，由省特级教师、市
教科院化学教研员周学良发起，城区多所中学的 20
多位化学老师聚在一起，成立一个志趣相投的读书
共同体，并以化学元素中氮（N）、磷（N）、钾（K）三种营
养元素符号 NPK命名，目的在于通过名师引领、同伴
互助、同课异构等模式，“化合”集体力量，“分解”师
生困惑，“置换”出优秀课堂教学的“营养元素”，并将
其撒播城乡。

11年来，除了寒暑假，这个读书共同体每月组织
一次教学探讨、分享活动；开展 79次送教活动，足迹
从城区延伸到醴陵榬木岭中学、攸县峦山中学、茶
陵下东中学、炎陵洣泉中学等 47 所城乡学校，示范
授课 147 节；更多乡村学校的化学老师被吸引进来，
成员逐步增加到 60多人，大家在互帮互促中不断提
升专业素养与教学能力。市教育局评选第七届、第
八届初中化学学科带头人，16 人中有 8 人来自 NPK
读书共同体。

11年持之以恒送教47所学校，帮助100多位教师提升专业素养，株洲市初中化学NPK读书共同体——

将优秀课堂教学“营养元素”撒播城乡
株洲日报记者 黄永新
通讯员/李晓岚

一年减少临聘教师 200 人，会不会影响
全县教师队伍师资力量呢？攸县的答案是：
不会。

一方面要消除学校行政人员过多过滥
现象，另一方面要对教师实行多劳多得、优
绩优酬绩效改革，会不会对教育教学质量带
来影响呢？攸县的答案还是不会。

一减一补，师资力量悄然优化
“坚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统筹兼顾、

稳步推进的原则。”在攸县，教育系统推行绩
效考核改革已走过四年的探索历程。

重头戏还是在今年。该县以课时津贴为
突破口，修订完善《公办学校（幼儿园）教职
工绩效考核指导意见》，从根本上激活了教
师队伍的原动力。

“学习借鉴泸溪教育改革发展经验，大
胆创新体制机制，突破传统思维，扎实推进
教师队伍建设，全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11
月 23日，攸县县委副书记李鹏程在株洲市学
习泸溪经验提升乡村教育水平现场会上作
典型发言。

一直以来，乡村学校专业教师紧缺与行
政人员过多过滥是教育改革的难点之一。

攸县的破题方法是，在全部清退临聘
教师、减少行政管理人员的同时，按照“缺
多少补多少”的原则，制定教师招聘方案。
近 三 年 ，共 向 社 会 公 开 招 聘 中 小 幼 教 师
582 人。

专业教师紧缺、师资结构不优的现状如
何破解？攸县教育局负责人介绍，近三年，共
引进 34名师范类高校毕业生和 41名中青年
研究生，全县教师的学历结构、性别结构和
年龄结构不断优化。

针对实际情况，大力送培公费定向师范
生，着力解决乡村学校专业教师紧缺和“教
非所学”问题。目前，共送培公费师范生 490
人，基本形成了以公费师范生为主、其他渠
道为辅的教师补充机制。

让攸县教育人底气十足的是：近年培训
教师 1 万余名，各类教师培训工作居全省前
三名。特别是自 2018 年实施“国培计划”以
来，成功探索出了一套可操作、可复制、可推
广的发展模式，被教育部评为“国培十年优
秀典型工作案例”，成为教师培训工作创新
发展的“攸县名片”。

考核与投入并重：教师下得去、
留得住、教得好

对教职工实行绩效考核，无疑会触动部
分慵懒者的利益。

攸县首先明确了考核范围和组成，确定
绩效考核的范围是全县公办学校（幼儿园）
各类在编在岗工作人员。

绩效考核奖分过程考核奖和目标考核
奖两部分，其中：过程考核奖包括课时津贴
考核奖，班主任工作考核奖等六部分；目标
考核奖就是小学、初中、高中年度教育教学
质量考核奖。

绩效改革大方向明确后，该县又在各学
校广泛测算、广泛调研、广泛座谈的基础上，
出台了绩效考核指导意见。

各基层学校根据县局指导意见，结合本
校实际，通过教职工大会制定《学校教职工
绩效考核细则》。明确了教师工作量计算办
法和行政管理、教辅后勤岗位工作量参考系
数标准；明确了村小、中心小学、初中课时津
贴标准；规范了各中小学校内设机构和管理
岗位，切实消除了学校行政人员过多过滥的
现象。

按人头平均发放绩效的模式被彻底打
破，考量与考质被写入规章。各校将课时津
贴考核奖，班主任工作考核奖等按月考核并
公示，报县局绩效考核办审批存档后按期造
表发放。

与此同时，县局根据《攸县年度教育工
作考核方案》，考核结论分一类、二类、三类
下拨到各学校，该部分绩效一类学校人平上
浮 5%，三类学校人平下调 5%。

一方面抓严抓实绩效考核，另一方面把
教育投入更多向教师倾斜，让广大教师安心
从教、热心从教，让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
住、教得好。

近年来，该县共投入 4.2 亿元，顺利完成
农村学校“全面改薄”任务，新建、改扩建中
小学校幼儿园 230 余所，建成教师周转房
600余套。每年教师节，奖励教师资金 200余
万元。

当下，走进攸县各校园，看得见的变化
是：各学校校长、行政人员率先垂范、带头上
课，高级教师、老教师、年轻教师都积极要求
增加课时量。

被广为传播的数字是：近三年，共有 10
人考取清华、北大；连续多年中考、高中学
考、高考成绩在全市名列前茅。

绩效改革:
擦亮攸县“教育名片”

讲英雄故事 诵英雄赞歌
12 月 4 日下午，芦淞区体育路中学 1300 多名师生齐聚学校操场，举行“向英雄致

敬，诵英雄赞歌”经典诵读展演活动。大家用饱含激情的声音朗诵了《念奴娇•赤壁怀
古》《不能忘却的长征》《时代之歌》《白衣天使赞》等 12 篇作品，致敬那些在历史长河和
战火岁月中涌现的民族英烈，礼赞奋战在抗疫第一线的最美逆行者，同时也在感动中
涵养更多当代青少年应有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

株洲日报记者 侯德怀 通讯员/匡静璇 摄

2020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大会暨展览会

市职工大学（工业学校）惊艳亮相
株洲日报记者 孙晓静
通讯员/谭延喜

株洲日报讯 近日，2020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大会暨展览会
在青岛开幕。株洲市职工大学（工业学校）作为省教育厅指定中
职学校代表之一闪亮参展。

经过多次的设计、调整、修改，该校服装教师团队创造出的
“非鱼”系列服饰品牌，在大会上隆重展出。产品独特的设计和充
满视觉冲击的颜色，让株洲市工业学校的展位上观众络绎不绝，
纷纷驻足观看，也收获了众多兄弟院校和参展商的点赞。

据了解，2020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大会暨展览会以“产教融合
背景下职业技术教育与新基建人才培养”为主题，旨在打造一个
国内外职业技术教育沟通与交流的优质平台，汇聚国内外职业
技术教育领域的教育专家与企业领袖，共同分享世界范围内职
业技术教育的趋势、实践与经验。

乡村教师“跳”起来
株洲日报记者 孙晓静

株洲日报讯 明亮的舞蹈房，动感的音乐，专业的舞蹈老师
……12月3日晚，白关镇姚家坝选青小学的全体老师们，来到株洲
市街舞协会训练基地，尽情享受舞蹈带来的快乐。据了解，该校为
丰富教师业余生活，提升教师幸福感，激发乡村教师活力，定制了
教师街舞课程。

“学校距离市区很远，平常很难有这种跳舞的放松机会，工
作中的压力也得到了释放。”随着音乐舞动近 2 小时，满头大汗
的王老师开心地说。训练中，老师们都非常认真，全身心投入，尽
情地享受舞蹈带来的快乐，展示着新一代的乡村老师年轻的风
采。刘老师表示，将在课程结束后，自编一套适合小学生的街舞，
让乡村孩子们也舞动起来。

该校校长介绍，街舞运动的学习能够提高职工的健身意识，
不仅增进职工之间的交流，增强凝聚力，同时还能提高教师接受
新事物的能力，带动学校其他工作的创新和改革。

株洲日报记者 孙晓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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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讯 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学校搭起帮扶“连心桥”。近日，攸县莲
塘坳镇凉江完小迎来一批特殊的客人，来
自石峰区清水塘学校的优秀骨干教师为该
校送上课程“大餐”，带来一批爱心物资。

“谢谢大家的关心，我们一定好好学
习。”凉江完小的 37位贫困学生接过崭新

的书包和马克笔，还和其他同学一起迎来
“清水号爱心图书专列”。原来，清水塘学
校的学生为凉江完小每个班级捐献一个
爱心图书角，数百本种类丰富的图书，令
大家爱不释手。

清水塘学校校长徐志敏表示，该校将
从学校管理、师资培训、教学资源等方面着
手，采用株洲市“种子计划”培养模式，选派
市级名优教师和凉江完小青年教师结成师
徒，努力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城乡学校搭起帮扶“连心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