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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题 ]

耐心教学耐心教学

12 月 6 日一早，从商州城区出发，沿福银高速行驶半小
时后，下高速，转入杨斜镇秦王山中。宽阔的水泥路依着山
势逶迤而上，今冬初雪还未完全消融，苍黄的山野在青松的
映衬下，黄绿相间，平添了几分绿意和生气。翻过山岭后，车
子蜿蜒而下，再行个把小时的山路，车停在了山脚下西联村
牛槽九年制学校。

播撒爱心的使者播撒爱心的使者

牛槽九年制学校始建于 1969 年，与原砚池河中心小学

合并而成，现有 9个教学班、186名学生及 18名教师。
午饭后，校园顿时活跃了起来。来自陕西国王的朋友

教育集团的老师们和学生们玩在一起、“打成一片”，打篮
球、打乒乓、丢沙包，欢笑声、呼喊声响彻整个校园。

14时整，由市文联主办，陕西国王的朋友教育集团、
市文艺人才志愿服务团、商州区文工团等承办的“新农
村少儿美育工程”爱心捐赠活动在这里隆重举行。

陕西国王的朋友教育集团向学校捐赠了书包、雨
伞、篮球、足球、文具盒等价值 5 万余元的文体用品，还
组织了 50 名艺术老师前来志愿授课。市文联组织向捐
赠方、学校、西联村以及商州区文工团驻西联村乡村振兴
工作队赠光盘及书画作品 80余套。

“这里地处偏僻、条件艰苦，师资力量匮乏、家庭教育
缺失。”本次活动组织者、商州区文工团驻西联村第一书记
张戈威说，通过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留守儿童接触外
面的世界，启发孩子们的艺术梦想，培养他们更健全的心灵。

体验艺术的魅力体验艺术的魅力

“同学们跟着我学，伸开腿、慢慢踮起脚尖、注意手位动
作的变化。”在教室里，老师细致地向学生们展示芭蕾舞的基
本动作，一双双清澈的眼睛紧盯着老师的一举一动。刚开始
学的时候，学生们显得很紧张，互相张望着，不知所措，在老
师的耐心指导下，一个个有模有样地学了起来。

今年 10 岁的范锦怡读四年级，父母外出打工，常年和奶
奶生活在一起。虽然之前在电视上看过芭蕾舞表演，但这次
能够面对面跟着老师学跳芭蕾舞，范锦怡做梦也没有想到，

“芭蕾舞很优美，我刚学会了七个舞步，长大后想当一名舞蹈
老师，希望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

而在校园外的操场上，却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动感的
音乐、炫酷的舞步，学生们兴高采烈地跟着舞蹈老师学习街
舞。老师教地仔细，学生们练得认真，在音乐节拍和舞蹈动
作的完美协调中体验街舞的魅力。

“这种舞蹈很好玩，之前没接触过，特别喜欢。”戴着一副
学生眼镜的八年级学生朱承名，说起初次接触街舞，脸上堆
满了笑容。

从口才练习到学习声乐，从跳芭蕾舞到学拉丁舞，一堂
堂丰富多彩的艺术课在扩大学生视野、激发艺术灵感的同
时，也在学生的心中播下了一颗艺术的种子。

收获难忘的经历收获难忘的经历

“山里的孩子们热情淳朴，活跃度、求知欲都很强烈，但
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专业的艺术教育。”陕西国王的朋友教
育集团艺术总监闫嘉希说，这次
联合开展的活动很有意义，今后
我们将组织更多这样的活动，真
正让艺术教育走进山区孩子。

让学生看看外面的世界，这
不是闫嘉希一个人的心愿。一
同前来艺术教学的还有侯鸿飞，
他从事街舞艺术教育已经 20 多
年，谈及这次经历，他显得很激
动，“每一双渴望知识的眼睛，都
应该被平等对待，愿今天的艺术
课堂能为孩子们打开一扇窗。
回家后，我也会把这次难忘的经
历讲给我身边的孩子听。”

播下种子，静待花开。这
堂艺术体验课，虽然只有短暂
的几个小时，但带给孩子们莫
大的欢喜。

“今天我体验的是一节声乐
课，接触了发声练习，让我对音
乐有了新的认识，感谢各位哥哥
姐姐们提供的这次机会，让我们

体验艺术、快乐成长。”课后，六年级学生黄妍妍向远道而来
的老师们表达了感谢。

临近下午四点，一抹余晖溜下山头，寒风渐起，但老师和
学生互动的热乎劲儿才刚刚开始。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的呼喊声此起彼伏，老师们的街
舞、拉丁舞、民族舞等拿手绝活儿轮番上演，学生们看得笑逐
颜开、村民们听得拍手称赞，就连一向不善舞蹈的牛槽九年
制学校老师们也跟着音乐节拍跳了起来。

最后，所有的老师和学生，手拉着手，里一圈、外一圈，围
成一个同心圆，跟随着音乐，一起踏着节拍，挥舞着双手，尽
情地唱着、跳着，寒风下的操场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

深山里一堂难忘的

艺术体验课艺术体验课艺术体验课艺术体验课
本报记者 赵有良 陈 波

(上接1版)
柞水县在充分调研摸底的基础上，坚持因地制宜、相对

集中、人物全覆盖的原则，科学合理划分片区 2168 个，以党
员、生态护林员、护林监管员、护林站站长等为主，选定片长
A 岗 2168 人，为“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工作奠定了坚
实的人才基础。

用好平台
夯实“盯”的智能

前不久，下梁镇新合村“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指挥所
在“视联网”APP 上收到片长孔详喜的“一键报警”信息，从报
警信息里看到，他所负责的区域内有群众在耕地烧荒草时，
导致火势蔓延。村指挥所成员根据传来的视频，迅速判断火
势，并安排村里的森林防火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扑救，
避免了火灾的发生。

“现在网络平台很方便，片长下载‘视联网’APP 后，注
册登录后，可以通过里面的一键报警、监控调度、视频连线
等功能，根据上报事件的紧急程度和性质进行选级上报，在

系统里可以直观清晰地了解事件动态，也方便上级及时作
出处理。”下梁镇政法委员陈敬锋介绍，镇上依托微信群、微
信公众号等移动互联网平台，将社区、居民、驻镇单位、业委
会、物业全部纳入，建立掌上社区，在 2 个社区全面推行，并
与三级“片长”嫁接，形成“人盯人+网格”模式，通过线上发
声、线下解决，激发居民主动参与。同时，还将大排查大走
访大化解活动与“人盯人+网格”模式衔接，通过整合掌上社
区、“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视联网”平台，实现数据对接
和信息共享，形成线上线下服务互补，为全镇“智治”奠定了
坚实基础。

之前，下梁镇石瓮子社区一个孩子生重病，家里缺钱
就医，片区片长在村“人盯人”微信群里发出资助倡议，一
天不到筹集资助款 2 万多元。“这些智慧平台，用好了，能
极大方便基层社会治理，切实帮群众解决一些困难和问
题。”陈敬锋说。

不仅如此，全县抓早动快，整合发改、公安、气象、应急、
乡村振兴等部门数据资源，建立县级基层社会治理大数据平
台，实现信息共享、一网联通，为科学决策提供支撑。目前，
全县已基本完成镇办指挥部和 82 个村（社区）指挥所建设，
同时，县、镇办、村（社区）三级“视联网”系统已全面建成，为

“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提供科技支撑和网络化服务，
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了解政策、享受服务、反映问题、表达诉
求，不断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环境。

做好服务
夯实“盯”的实效

在选准片区、选优片长的基础上，柞水县夯实片长职
责，实行动态化管理，以镇办指挥部及村指挥所为主体，分
层建立微信调度群、指挥体系档案、片长基本资料档案及片
长“八项主责”履职情况档案，动态更新村民基础信息资料
及困难群众帮扶资料、重点人员走访帮教台账、片区社会治
理隐患等资料库，做到对负责区域情况清、人员类别清、突
出问题清、隐患矛盾清。

“今年我们镇的医疗保险收费工作就在片长的带动下，
完成得十分出色。”12 月 6 日，凤凰镇镇长李开东说，以前每
年交医疗保险都是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有的地方山大沟
深，收缴非常耗费时间。今年让片长负责，每名片长负责 15
至 30 户群众，先集中培训，而后再入户，这样一来，大大提

高了收缴效率。“由于采用了新的基层治理机制，我们镇医
疗保险缴费比例由开始的全县排名倒数，在短短一周之后，
成了全县第一名。”李开东说，这种方式，是一种双赢。群众
的需求和问题能迅速及时解决，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也能
第一时间传达给群众。

自 推 行“ 人 盯 人 ”+基 层 社 会 治 理 机 制 以 来 ，柞 水 县
不 断 加 强 对“ 五 长 ”的 业 务 培 训 ，夯 实 职 责 任 务 ，最 大 程
度 发 挥“ 人 盯 人 ”+基 层社会治理平台效能。11 月 26 日，
该县上召开了“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业务培训会，
为全县各镇办政法委员、业务工作人员就各专项指挥部的
设备安装、设备使用、手机 APP 使用及业务操作等方面进
行了培训。

“要真正实现精细化治理，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
感，还得尽心尽力为群众做好服务，让管理无盲区，服务无
缝隙。”张华说，为了强化县、镇、村三级工作人员责任意识、
担当意识、使命意识，目前，全县已经进行了 3 次业务培训，
各镇办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展了多次培训，让片长的
职能作用真正发挥起来，不断提高一线信息价值，进而助力
基层治理工作向纵深推进，为建设“三高三区”新柞水提供
有力支撑。

现场表演民族舞现场表演民族舞

师生互动做游戏师生互动做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