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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李区长，刚刚来的路上，我

看到好多别致的乡村风景和智慧农业

产地，访谈的地方为什么选在这里呢？

李得立：我们所在的地方是旌秀

桂花智慧农业创新中心，是当地集体

经济组织与区属国有企业合作，共同

打造的集艺术展览、研学培训、休闲餐

饮等功能为一体的农旅融合互动综合

体，兼具餐饮、会议、艺术展览等功能，

周边配套 5G 无人农场、智慧大田、科

技云棚，这只是旌阳美丽乡村的一个

缩影。近年来，旌阳以“路为纽带”串联

“产业融合”，科技助力、美学赋能，旌

韵高槐、旌秀桂花、凯江大回湾竞相崭

露头角，大孝故里、青甜扬嘉、旌耘粮

仓连线互补互动，一村一韵、各美其

美，串点成线、美美与共，诠释了美学

的乡村表达，抒写着旌阳乡村的“诗和

远方”。

记者：听您这么说，真让我们感受

到了“山水人文之乡，活力美好旌阳”。

据我了解，旌阳不仅文旅资源丰富，还

是一座产业完备的活力之城。

李得立：没错，旌阳是全国县域经

济“百强区”，产业基础牢固，现代产业

体系健全，机械制造、天然气化工、电

线电缆、食品医药等传统产业蓬勃发

展，智能制造、先进材料、现代物流、数

字经济等新兴产业集聚成势，推动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记者：旌阳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确

实“风景独好”，作为教育媒体人，我们

关注到旌阳在教育发展上也是可圈可

点。这里是“国家级信息化教学实验

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试点区”“全

国规范化家长学校实践活动”实验区。

在这里，学生能获得全方位的成长和

发展。

李得立：是的，旌阳十分重视教育

发展，在保证教育经费“两个只增不

减”的基础上，持续加大财政保障，做

到教育经费投入逐年增长。近三年，累

计投入教育经费26亿元，占全区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的51%。按照城市发展建

设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要求，构建

15 分钟生活圈，促进教育事业与社会

发展同向同行。在旌阳，家庭、学校、社

会与政府共同促进教育发展，实现人

人都是教育工作者、处处皆是育人新

场景的局面，共同守护学生健康成长。

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抓好这项最大的民生工程

记者：李区长，您刚才提到，旌阳

把教育事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

工程，您是如何看待教育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作用呢？

李得立：旌阳区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

政府关于教育工作的战略部署，始终

把教育作为县域发展的重要内容，建

设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同向同行，和

德阳发展相适应，与人民群众期待相

契合的高质量现代化教育。

记者：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们

知道旌阳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要

节点城市和成都都市圈重要组成部

分，那么，旌阳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区域

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如何实现良性

互动、相互促进呢？

李得立：旌阳辖区内有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及市委、市政府布局的

4 大产业功能区，城市功能完善，产业

和人口承载力较强。如何为五湖四海

来到旌阳的人才做好安家保障，教育

尤其是基础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近

年来，我们通过实施教育“十四五”规

划、《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五年

行动计划》，持续推进教育和经济社会

发展相融相适，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记者：李区长，教育是最大的民生

工程，备受社会关注。请问旌阳在增进

教育民生福祉方面如何发力？

李得立：近年来，旌阳区立足主城

区教育首位功能，坚持规划先行，高标

准规划建设中小学、幼儿园21所，对全

区学校全覆盖进行提档升级，不断优

化教育空间结构。建设9个义务教育阶

段优质教育集团，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覆盖面，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读上

好学校，努力促进从“有学上”到“上好

学”，从“学有所教”到“学有优教”，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

感。

千方百计汇聚发展资源
用心用情育好每名学生

记者：李区长，刚才通过短片我们

了解到旌阳区坚持五育并举，促进青

少年学生的全面发展。青少年的全面

健康成长，不只是学校的事，从社会层

面，我们具体做了什么努力？

李得立：旌阳区坚持着眼未来，办

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名学生，努力

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

教育，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同时，推进家庭、学校、社会协同

育人、同向同行，共同护航青少年健康

成长。比如，我们通过“艺术旌阳·焕彩

城乡”美育提升项目，联合中央美术学

院，举办美育提升艺术节、美育高峰论

坛、艺术家驻留活动，建成一批具有优

秀传统、地域特色的学生艺术实践工

作坊，以全域全民美育提升反哺美学

教育。

记者：通过介绍，我们感受到旌阳

社会美育和学校美育融合共生的场

景。教育不是一座孤岛，而要适应外部

社会变化的需求。面对数字化时代，特

别是信息技术应用的快速发展，旌阳

教育也在积极探索、主动发力，当前取

得什么成效呢？下面，通过视频连线，

让我们跟随外场记者去看一看。

特约记者：大家好！我是“对话县域

教育，筑牢发展之基——县委书记谈教

育”的特约记者，旌阳区融媒体中心的

董霄。我今天来到的地方便是被广大网

友称为“中国最美庭院小学”的——德

阳市青衣江路小学。

2020年9月，旌阳区引进北京的优

质教育资源，开展“远程双师互动教学”

课堂实践。“双师教学”以互联网技术为

支撑，以“优质高效”为核心理念，以“异

地同堂”为开展模式，以“双师协同”为

落地办法，线上老师负责课程主讲、与

学生互动，线下老师承担学生活动组织

和个性化辅导，打造出线上线下融合的

“云课堂”新模式，让旌阳学生常态化享

受多元的优质教育资源。“远程双师互

动教学”课堂覆盖全区中小学52个班

级，惠及区内师生2600余人。

基于“京旌双师”较成熟的“云课

堂”模式，针对区内乡村学校师资力量

相对薄弱现状，旌阳区同步推进“1+1”

城乡融合课堂，由城市学校优秀教师

在自己班级主讲，与乡村薄弱学校班

级“云端互动”，实现城乡学子共享优

质课堂。

记者：借助信息技术，实现“京旌”

教学融合和城乡教学融合，为孩子们

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资源，让我们为旌

阳的探索和努力点赞！

李得立：谢谢主持人的点赞。推进

教育数字化，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

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旌阳区是全

省3个“国家级信息化教学实验区”之

一。我们把教育数字化作为促进教育

公平，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通

过普及数字教育资源、搭建“双师”教

学平台、创新数字化管理与评价体系，

让每一名教师和学生在数字化时代获

得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旌阳区“国家

级信息化教学实验区”建设，在教育部

中期视导中获得高度肯定。

推进教师人事制度改革
激活教育发展“原动力”

记者：刚刚，李区长谈到的旌阳在

教育数字化上的改革探索，这让我想

起，《人民日报》曾经对旌阳区“县管校

聘”改革的深度报道。您能谈谈“县管

校聘”人事制度改革破冰方面取得哪

些成果吗？

李得立：2014 年，旌阳区启动“区

管校用”中小学教师人事制度改革，

2017 年，成功入选教育部第二批义务

教育教师队伍“县（区）管校聘”管理体

制改革示范区。我们创新构建“柔性推

进、正向激励、双向管理、管培结合”的

旌阳路径，顺利开展四轮教师交流轮

岗，覆盖780名干部教师，骨干教师数

占比达42%，有效促进城乡师资均衡配

置和教师成长。

记者：李区长，刚才您说到，区管

校用教师管理改革在旌阳深入推进，

并在师资配置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效。

那您认为旌阳是如何以教师队伍建设

驱动教育高质量发展呢？

李得立：旌阳区始终秉持“人才优

先”的发展理念，优化人才服务机制，

建立教育人才引进“绿色通道”，深化

与高等院所的交流合作，在教育规划

研制等方面促进人才共育共用。制订

《天府名师培养方案》，支持优秀人才

从教，让广大教师发展有空间、生活有

保障。强化头雁名校人才集聚效应，促

进教育人才不断显现。

记者：从今天的交流中，我们看

到，旌阳在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方面

做了许多努力，有担当、有举措、有成

效。面向未来，您对旌阳教育有怎样的

展望？

李得立：未来，我们将坚定聚焦市

委“四五五六”发展总体思路，按照区

委“产业转型提速、城市能级提升、城

乡融合提档、民生福祉提质”高质量发

展路径，抓牢优质均衡、创新发展、开

放融合三组关键词，持续突破提升、全

力赶超跨越，积极探索建立智慧教育

新体系，以教育数字化推进教育现代

化，打造基础教育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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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
分，旌阳区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以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为目标，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全国县域
经济“百强区”提质升位的战略工程，加快建设教
育强区。旌阳区现有公民办学校97所，在校学生
6.3万余人。该区有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1个、国
家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1所、全国学校体育工作示
范校2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8所、全国青少
年篮球特色学校2所、四川省首批编程教育示范学
校2所、四川省义务教育领航学校2所、四川省艺
术教育特色学校4所。有全国优秀教师、省市区骨
干教师、特级教师等优秀教育人才1000余人。旌
阳区已逐渐形成基础教育创新人才一体化培养体
系，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
升，基础教育新高地初见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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旌阳区涪江路小学的学生们正在“复兴号”科创基地上科创课。
（德阳市旌阳区教育局提供）

德阳市青衣江路小学的学生们在智慧书法教室上书法课。
（德阳市旌阳区教育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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