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实习记者 虞嗣）11
月 28 日，“成都地区高校图书馆

向社会开放（试点）”启动仪式在

成都信息工程学院举行。省教育

厅副巡视员周雪峰、成都市教育

局副局长赖石梅、有关高校图书

馆负责人参加了活动。

周雪峰指出，高校图书馆面

向社会开放的举措在国内并不多

见，这对于高校和社会来说都是

一件好事。他认为各大高校应当

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利用校内丰

富的学术资源造福社会。

成都高校图书馆代表、西南

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高凡介绍

说，当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越来

越好，群众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

也在不断提高。西南交通大学图

书馆自今年 9 月向社会开放以

来，已办理借阅证 361 本。她希

望通过此次活动让更多高校图书

馆更好地为社会服务，提升自身

社会价值。

据了解，本次面向社会开

放图书馆的高校有四川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西南石油大学

等 11 所 成 都 地 区 的 高 校 。 12
月 1 日起，市民可凭本市身份

证件在上述高校图书馆免费办

理借阅证。

成都11所高校图书馆首次面向市民开放

新闻投稿邮箱jydbxw@163.com

值班副总编 屈辉2014年12月2日 星期二 今日4版 主办主管出版：四川教育报刊社

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５１－００５２ 邮发代号：６１－３０ 第108期 总第2765期 总编辑 杨钢

本报讯（记者 谭曲）党风廉政

建设是学校建设的有力保证。近年

来，西南科技大学不断深化教育教学

过程中腐败问题易发多发领域和环

节的改革，在干部选拔任用、人事聘

用、基建项目、物资采购、招生录取、

学生奖励、财务管理、科研经费、经营

性资产“九个关口”，严格把关，最大

限度减少体制弊端和制度漏洞。

该校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立

足规范岗位管理、单位管理、学校管

理，针对权力运行中的风险和监督

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制定防控措施，

切实加强对人、财、物等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的监管。通过建立有效的

明察暗访机制、检查考核机制、巡视

监督机制、惩戒问责机制，确保制度

严格执行。

在灾后重建过程中，该校在基

建过程中探索并实践了“一承诺、双

合同，监督提前介入，全过程跟踪审

计”等做法和机制，加强全程监管和

过程审计等反腐倡廉新方式，有力地

保证了学校科学重建、阳光重建。通

过严格管理和全程监督，学校许多项

目决算经费少于合同经费，学校灾后

重建实际支出比省发改委批准概算

减少4531.14万元。

11月29日，孩子们在“周

末儿童跳蚤市场”上吆喝叫

卖。当日，内江市东兴区“周末

儿童跳蚤市场”在西林街道兴

盛社区正式“开张”，来自胜利

中心校等学校的300余名小学

生在这里争相“摆摊”，通过自

由交易或以物换物的形式，将

自己不需要的玩具、文具、书籍

等闲置物品推销出去。据悉，

东兴区将陆续在各社区建立

“周末儿童跳蚤市场”，引导孩

子们关注生活、学习交往。

（兰自涛 李银燕 摄影报道）

内江是一个 400 多万人口的农业

大市，在城镇化进程中，作为内江市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市中区，不断缩小

的城市与农村边界让人们对优质教育

资源提出了更高需求，许多农村家长都

把孩子送到城区学校就读，近郊、远郊

的农村学校不断萎缩。

为了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内江

市中区教育局近年来创新思路、调整办

学模式，通过学校整合、组建九年一贯

制学校、领办结对三种方式，让濒临“办

不下去”的农村学校绝处逢生。

深度整合 让薄弱学校教
师找回“面子”

“快看，三初中门口挂上了翔龙中

学的牌子！”

“好学校都办到家门口了，以后就

不用把孩子送出去了。”

这一幕对话发生在内江市中区民

族路 52 号，这里曾是内江市第三初级

中学的地址，如今已更名为内江市翔龙

中学西校区。

校名的更换源自今年6月进行的两

校深度整合。“原三初中就是老百姓眼里

‘不愿去’的薄弱学校，近年来生源数量

锐减到200人以下，周边小区100多名适

读学生，最后有20个报名就不错。”内江

市中区教育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优化教育资源布局，促进教育均

衡发展，今年 4 月，内江市中区政府决

定，内江市第三初级中学校整体并入内

江市翔龙中学，成为“翔龙中学西校

区”。该校原资产、人员由翔龙中学统一

管理、调配、使用。

“财、物的整合很容易，关键是人

的整合，办学理念的融合。”翔龙中学

一直是内江城区优质学校，如何让原

三初中教师尽快适应学校的办学理念

和管理模式成为校长陈玉龙首要考虑

的问题。

今年 6月，一名校级干部从东校区

派到了西校区担任执行校长，随之而

来的还有两名教学、管理骨干担任西

校区中层干部；原三初中大部分教师

交流到东校区任教、跟岗学习，少部分

骨干教师留了下来。

这学期，原三初中的教师明显感

受到“教研活动多了”。“两个校区实行

了统一备课、统一教研。每隔一周，两

边的教师都要坐在一起，就教材的内

容进行探讨。”陈玉龙介绍，学校还安

排东区优秀教师到西区上示范课，让

原三初中教师与东区教师同台赛课，

相互取长补短。

“以前我们都不搞集体备课，现在

又有面对面地研讨，还有手把手地指

导，课堂教学一下就找到了感觉。”两个

多月下来，让原三初中教师王群收获颇

丰。“虽然现在工作量增加了，但职业认

同感增强了，更有干劲了。”她说，以前

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三初中的老师，现

在“更有面子了”。

原三初中的校风也发生了 180 度

转变。“老百姓认不认可学校，就看你是

不是一个能让孩子安心读书的地方。”

陈玉龙介绍，学校将东校区“学管组”模

式移植了过来，从校级干部到班主任、

再到学生干部，层层落实，营造浓厚的

学习氛围。

“刚来时还经常听到学生说脏话、

上课偷偷玩手机，现在学生们的行为习

惯已经好了许多。”主动从东校区申请

过来的语文年级组长李敏说，原三初中

的学生大多是进城务工子女，学习基

础、行为习惯较差，“他们最需要的是关

爱，老师只要多点耐心和关心，孩子的

变化就会很大。”

内江市中区党委、政府对翔龙中学

与三初中的整合给予了大力支持，投入

近 200万元美化了校园环境、新铺了塑

胶操场、安装了电子白板，理化生实验

室等器材按国家规定配齐配足。焕然一

新的校园面貌也重新俘获家长的心，这

学期已有近 10名学生从外校转回来就

读。

组建九年一贯制学校带
来双赢

“整合第一年我就评上了小学高级

教师，如果还在原来的学校，可能到现

在都没有名额。”回想起 4 年前职称晋

升的情景，内江市中区原白马镇双河小

学教师李红艳一脸幸运。

2009年，她所在的双河小学整体并

入到了内江市中区第七初级中学。七初

中是一所地处远郊的乡镇中学，近年来

受城镇化进程影响，生源数量急剧萎

缩。为了留住学生，复兴农村教育，内江

市中区将其与双河小学合并，成为一所

九年一贯制学校。

“双河小学原本是白马镇中心校下

辖的一所村级完全小学，与七初中同在

一个村，两校距离不到一公里。”内江市

中区普教股股长何惠介绍，原双河小学

18名教师全部合并到七初中上班，原双

河小学 250 余名学生也整体搬入七初

中校舍行课。原本冷清的中学，一下变

得热闹起来。

“我们把原双河小学教师纳入全校

整体考核，统一调配。”第七初级中学校

长温荣忠介绍，两校合并后，初中部原

来因为生源减少而变得“富裕”的师资

一下派上用场。“1名初中英语教师调配

到小学部教英语，几名物理、化学、政

治、历史教师则到小学教科学或思想品

德等课程。”

陶明慧就是调配到小学的原初中

英语教师，现在，她给三五六年级上课，

每周 9节课。“课时比原来增加了，可我

并不觉得辛苦，现在天天跟活泼可爱的

孩子打交道，特别快乐。”而性格外向的

她，也很招小孩子喜欢。

教小学的内容和方法也大不相同。

“小学都以听说读写为主，培养学生语

感，基本不教语法，也没有初中升高中

的压力。”陶明慧说，她的任务就是为孩

子进入初中打基础，因为有初中教学的

经历，她的教学也会有的放矢，“我现在

特别强调孩子的书写习惯。”

两校合并后，学校制度和管理也得

到重新规范。“小学和初中的老师教研

活动都在一起，特别是小学教师得到了

很多校内外学习、培训的机会。特别是

评优晋职的比例大大增加。”温荣忠说，

原双河小学不是法人单位，得到的名额

不多，而现在，已经有 5 名小学教师评

上了高级职称，“这要在原来学校是无

法想象的。”

老百姓对新组建的这所九年一贯制

学校也越来越认可，小学毕业的学生大

部分都留在本校继续读初中，原本锐减

的生源得到了控制。受此成功经验的启

发，今年，内江市中区教育局又将另一所

桥板凼村小与民建初中进行了合并。

（下转2版）

本报讯（记者 刘磊）11 月 28
日，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章程核准

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对四

川农业大学等首批 12 所高校章程

进行评议。

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章程核准

委员会主任、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

教育厅厅长朱世宏参加评议并讲

话；四川省普通高等学校章程核准

委员会副主任，省委教育工委、省教

育厅领导唐小我、刘晓晨、王康、洪

流、何浩、周雪峰，以及省高教学会

常务副会长唐朝纪等 36 名委员参

加评议。

会议指出，推进高等学校章程

建设，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

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教育规划

纲要》要求，深入推进高等教育综合

改革，建设现代大学制度的一项重

要举措。高等学校要发挥章程在学

校依法办学、自主管理中的基础作

用。同时，章程通过政府的核准，对

政府也具有了约束力，是处理学校

和政府关系的重要依据，可以减少

政府管理的随意性，确保学校的权

益不受政府的任意干涉。

会议强调，高校章程内容核准

要把握几项核心要求。第一，学校

章程必须遵循合法原则。学校章程

的内容与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

统一要求的文件政策只要不冲突，

要素完备，以及上位法及文件未作

强制性规定或者统一规范的，高校

章程自主作出的规定，在核准中不

干预、不要求修改。第二，章程的内

容要完备，具备核心要素。包括注

重对学校办学特色、理念文化、历史

传承的总结与概括，起到承载和凝

练办学理念与大学精神的作用；要

对学校管理体制作全面的规定，明

确学校管理的基本架构，促进学校

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要规范学校

内部学术组织的构成、职责和运行

机制，实现学术权与行政权的适度

分离和相互配合，保障学术力量在

治学中起到主导地位；要明确学校

办学自主权的运行与监督机制；要

突出对教师和学生在办学活动中主

体地位的尊重与保护；要重视构建

学校与举办者及社会其他组织的外

部关系等。第三，学校章程必须体

现改革的要求。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完善章程

核准机制。章程核准工作，必须严

格按照省教育厅制定的《四川省普

通高等学校章程核准办法》要求执

行，章程的核准要充分发挥章程核

准委员会的作用，章程核准委员会

将采取书面评议与会议集中评议相

结合的方式开展评议、核准工作。

经评议，章程核准委员会对提请核

准的高校章程原则同意但提出修改

意见的，高等学校应逐条予以回应

并作出说明。学校修改后的章程核

准稿，经省教育厅网站和申请核准

高校网站公开征求意见，再由省教

育厅政策法规与综合改革处会同相

关处室核定后，提交省教育厅厅长

办公会审定。

据悉，省教育厅明年将分四个

批次对剩下高校的章程开展核准工

作，明年底将全部完成。

本报讯（潘文）近日，攀枝花市

教体局与市委编办、市人社、市财政

等部门联合下发文件，全面启动推

进县（区）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

师交流轮岗工作。

据悉，该市在《关于推进县（区）

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

岗的实施意见》中，明确了指导思

想、工作目标、基本原则、交流办法

及激励保障措施，积极推动校长教

师在县（区）域内城区学校和农村学

校、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乡（镇）中

心校和村小（教学点）之间合理流

动。

从2014年起，该市力争用3至5
年时间实现县（区）域内校长教师交

流轮岗的制度化、常态化；城镇学

校、优质学校每学年教师交流轮岗

的比例不低于符合交流条件教师总

数的 10%，其中骨干教师交流轮岗

应不低于交流总数的20%。

《意见》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公

办学校在编在岗校长教师，男 50周

岁以下，女 45 周岁以下，原则为交

流轮岗对象。其中，在同一公办学

校连续任职满 6 年及以上校长、副

校长为重点交流对象；在同一公办

学校连续任教满 6年及以上的教师

作为交流对象，连续任教满 9 年及

以上的教师作为重点交流对象；交

流年限为 2 年，可根据工作需要予

以延长。

我省对首批12所
高校章程进行评议

攀枝花市启动校长教师交流轮岗

西南科技大学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九个关口”筑牢腐败防火墙

本报讯（喻茂林）“今年的述责

述廉工作不好整，压力山大啊！”这

是高县教育局人事师训股股长惠庆

凡今年参加述责述廉工作最大的感

受。近日，在高县教育局召开内设

机构主要负责人述责述廉大会上，

大家感受到会议与往年大不一样，

有了新的内容。

这次述责述廉新招就是，各内

设机构的负责人不仅要在现场就自

己负责的工作进行汇报，晒成绩单，

还要面对全县各中小学校校（园）长

和全局机关干部就重点工作、薄弱

环节、教育发展和群众普遍关注问

题等现场提问。现场汇报和回答问

题的成果，将体现在全体参会人员

现场填写的民主测评表上，这也将

作为对这些内设机构负责人的年终

绩效考核的依据。“感觉自己像在开

记者会一样，同志们提的问题难度

很大，又要现场解答，不好整啊！”

惠庆凡感叹地说：“ 为了能圆满地

完成这次述责述廉，我提前开始准

备，对自己负责的工作全面掌握，有

具体的工作思路和措施，对全县教

育工作各个方面也要尽可能地熟

悉，还要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

议，感觉就是参加一次大考一样！”

高县：述责述廉如“大考”

调整办学模式“激活”农村学校
——内江市中区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三个样本

■ 本报记者 刘磊

编辑 夏应霞 美编 佘依颐

审判员：“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调

解？”

原告：“愿意。”

被告：“不愿意。”

“原被告最后陈述意见完毕，未达

成调解，现在休庭10分钟。……”

日前，郫县人民法院犀浦法庭进入

西华大学，公开审理了一起交通事故损

害赔偿案件。该校人文学院法学专业

部分教师、四川西华机动车司法鉴定所

专家和近 300 名学生到现场进行了观

摩。

与以往以虚构案件传递法律知识

的大学生模拟法庭不同，这是一场真实

的案件、真实的法官、真实的原被告，旁

听庭审的同学们纷纷表示：“不出校门

就能体验庭审现场，真是太过瘾了。”

本次庭审的案件系原告刘 XX 被

被告陈 XX 驾驶的机动车撞伤致残，

在调解过程中，刘 XX、陈 XX、XX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高新支公司

就赔偿金额问题难以达成一致，遂诉

诸法院。

上午 10:00，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

书记员宣读法庭纪律之后，庭审开始。

原被告双方围绕赔偿标准问题与医药

费中自费药的比例问题展开了激烈的

辩论。原告一方举证称刘XX系城镇户

口，应按照城镇居民收入标准来支付赔

偿，并且主张自费药所占医药费比例为

15%；而被告一方指出原告工作单位为

务农，则应按农村居民收入标准赔偿，

同时自费药应占 20%。据悉，城镇赔付

标准约是农村赔付标准的 3倍，虽然最

后就自费药比例达成 16%的一致协议，

但当事人在赔偿标准上仍然分歧较大，

法庭并未当场作出判决。

审判结束后，审判员李法官还与现

场同学们展开互动，就法律适用、法院

审判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解释沟通。

通过对该案的观摩，同学们加深了对法

院审理案件的直观感受，并在司法实务

中如何将实体法和程序法相结合增强

了感性认识。“旁听了案件，我们基本了

解了庭审的流程与要求，案子举证很详

细，很好奇结果会怎样，我会继续关注

这个案件的。”2014级法管二班的徐诗

然说道。法管一班的李梦瑶表示：“这

个案件很贴近我们的生活，听完过后，

我才知道赔付标准的城镇、农村之分，

丰富了我们的法律知识。”

“巡回法庭进高校意义重大，让广

大的学生懂法、知法、用法、守法，加深

了同学们对法学理论知识的理解，直观

地领悟了司法审判要义，积累了更多的

法律经验。”人文学院法学系系主任杨

廷文这样评价庭审进高校的意义。

据悉，学校制定了《西华大学“法律

进校园”工作实施方案》，在全校范围形

成学法、用法、护法的氛围。此前，学校

利用人文学院法学学科专业优势，开展

了系列法制宣传活动和法律实践教育，

如模拟法庭、法律讲堂等。

（李欢）

郫县人民法院到西华大学开庭审案

法律进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