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1-0178 邮发代号 1-209 国外发行代号 4556D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9号（邮政编码100045） 值班电话（010）81129157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大工商广登字20180001号 零售价200元 每周一三五日出版 印刷单位：经济日报印刷厂（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本版编辑：陈 鹰 Email：crdgaigebao@126.com 热线：（010）81129157
资 讯 04

2024.09.23 星期一

向新发展向新发展 向绿升级向绿升级
————湖南冷水江市推动资源枯竭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纪实湖南冷水江市推动资源枯竭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纪实

□ 张建军 郑杳勤

历史悠久，即将迎来建校 80周

年；基因强大，一出生就是名门——深

圳版“抗大”东宝中学；活力充沛，“三

球”“三棋”品牌在深圳市声名显赫。

近年来，深圳市光明区东宝纪念小学

不仅成功入选深圳市党史学习教育基

地，而且获得国家、省、市、区级荣誉近

3000项。在光明科学城建设的同频

共振下，学校在强校征程中跑出了“加

速度”。

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李吉雄表

示，“东宝中学精神”强调坚韧、担当、

传承、创新，在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

学校不仅很好地传承了原东宝中学爱

党爱国、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光荣传

统，而且也在办学体系、教育家精神、

“五育并举”等方面不断创新，以实际行

动和非凡成效为光明区创建深圳市科

技创新和生态文明教育“双示范区”贡

献力量。在乐学善思、求真创新的学风

引领下，学校通过实施“三全育人”，成

功塑造出独特精神风貌，激发出内生动

力，全校师生在快乐、自信、进取的氛围

中，不断展现自我、实现自我。

汇聚教育资源
打造高品质学校

东宝纪念小学由原下村小学更名

而来，前身是创办于1945年的东宝中

学。目前，学校设有 25 个班，学生

1200多人，教职工90多人，在依法治

校、质量立校、科研兴校、特色强校的

进程中，把东宝纪念小学建设成为“平

安 质量 书香 幸福”的生态型和儿童

友好型学校，是学校和全体师生的前

行动力。

完善办学环境。即将完工的新

校园开辟了多个学生活动空间，北

侧有足球场、篮球场，南侧有硬地广

场，东南侧设有劳动基地。保留的

东宝中学旧址，不仅是深圳市党史

学习教育基地，而且还将是学校社

团课程的主阵地。

重设识别系统。学校遵循办学理

念，注重传承东宝文化、弘扬教育强国

理念，重新设计出的学校视觉识别系

统风格统一，与学校核心要义高度一

致。新校徽，体现东宝精神的同时，也

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教育发展观一

脉相连；新校歌，以激昂与动人旋律唱

到全校师生的心中，引起强烈共鸣；与

新校徽、新校歌一起以全新形象展示

的，还有教师备课笔记本、学生奖励笔

记本等载体。视觉系统的融合，正成

为传播东宝纪念小学办学理念、树立

学校知名度、塑造学校形象、增强师生

自信的新手段。

除此之外，学校还积极把握东宝

精神的红色特质，开发出《东宝纪念小

学红色教育系列课程》，分年级、分步

骤实施，让红色成为学校的名片。全

新卡通形象“小东”“小宝”和吉祥物

“星仔”的推出，进一步提升了校园红

色文化特性在师生和家长中的认知感

和自豪感。

规范制度体系。学校汇聚多方力

量，历时一年多时间，精心编制出《东

宝纪念小学制度汇编》，让学校管理有

制度可依、有规章可循，通过依法办

学、规范管理，东宝纪念小学在高水

平、高标准办学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

的一步。

科学规划蓝图。邀请深圳大学专

家团队，共同编制学校“十四五”发展

规划，从顶层设计上，为学校绘制出具

有自身特色的高质量教育实施路线

图。李吉雄表示，学校目前正信心满

满地按照高标准要求完成规划中的各

项工作，同时积极为“十五五”规划未

雨绸缪，让学校在发展快车道上蹄疾

步稳，交上一份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

答卷。

截至目前，东宝纪念小学已先后

荣获深圳教育系统先进单位、深圳市

书香校园、广东省依法治校示范校、

广东省绿色学校、广东省足球特色学

校、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

承学校、全国象棋特色学校等数十项

荣誉。

构筑良师氛围
“大先生”有大作为

东宝纪念小学抓紧抓牢教师队

伍建设，以一系列新举措促使教师更

自信、积极性更高，全方位赋能教师

专业成长，推动“大先生”队伍逐渐发

展壮大。

8月30日，东宝纪念小学举行“薪

星青年教师成长团”启动仪式，从师德

培养、传承创新、激发潜力、团队协作

四个方面，为毕业三年内的青年教师

提供专业化培养路径，让每一名教师

都成为“立德树人”之星。

从2021年7月开始，东宝纪念小

学就先后组织全体教师开展各类培

训、实践研讨、课题研究、教师交流活

动，包括区校两级的新教师岗前培训、

“青蓝工程”师徒结对、区内外一线教

学教研能手现场授课以及新教师亮相

课、校内研讨课、名师骨干示范课等，

通过多种形式让新教师快速成长，教

师叠加功能更为明显。

在4名区级名师、19名区级骨干

教师和教坛新秀的带动下，东宝纪念

小学广大中青年教师积极投身教研

活动，并在课程开发、教育理念实践

过程中积极创新求变。在前不久东

宝纪念小学举办的校级“微课题”论

证会上，多位课题主持老师对语文、

英语、德育、体育等多个领域进行结

题报告，课程研究与探索已在学校内

蔚然成风。

每周三推出“东宝讲坛”，邀请本

校及兄弟学校骨干教师开展微讲座，

已成为东宝纪念小学推动教学工作

向深远发展的“秘密利器”，迄今已

举办30多期。青年教师苏微说：“通

过东宝讲坛，对自己的教学工作有

了更加细致的回顾和梳理，也让自

己从讲座老师的分享中汲取了营

养，无论是对日常教学工作的借鉴、

指导，还是对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的

方向明晰，东宝讲坛都提供了切实可

行的帮助。”

东宝纪念小学成功激活教师发展

乘数效应，一年来，相继有20多位教

师完成20多个课题。学校师生也先

后荣获省级荣誉287项、市级荣誉844

项，最近三年来，先后荣获3项国家级

荣誉。

拓展培育圈层
“五育并举”出实效

东宝纪念小学坚持“美育润心育

人，体育强身壮志”的宗旨，丰富体艺

特色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足球、

篮球、乒乓球“三球”和中国象棋、围

棋、国际象棋“三棋”特色项目在区内

首屈一指，其中，“千人民乐大课间”已

成为学校一张靓丽的名片。

2019年，学校成为光明区唯一一

所因乒乓球特色被评为“深圳市体育

传统项目”的学校；2023年4月，东宝

少年足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再一次蝉

联2023年光明区校园足球联赛甲组

冠军；在2023年光明区中小学生（幼

儿园）国际象棋比赛中，学校获得小

学组大团体一等奖，任书涵同学获得

小学女子C组第一名。与此同时，皮

划艇项目也成为学校体育教育的新

晋特色品牌，在“奔跑吧·少年2023

年深圳市少年儿童皮划艇（激流回

旋）锦标赛”中，东宝纪念小学共斩获

2金、2银、3铜。2024年上半年，学

校师生在各类赛事中共获得54项奖

项，其中省级22项、市级9项、区级

23项。

每周五中午听“‘音’为有你——

星期音乐会”，已经成为东宝纪念小

学校园生活新时尚。在“自信进取

幸福成长”办学理念下，学校积极打

造富有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艺术课

程体系，音乐老师积极探索和组织特

色音乐课程、千人民乐陶笛大课间和

艺术社团活动，逐步发展形成“‘音’

为有你——星期音乐会”。

东宝纪念小学把音乐大课作为提

升学生胆识和开发潜能的手段。培养

和发掘学生在舞台上的闪光点，鼓励

学生勇于表现自我，正是开设“‘音’为

有你——星期音乐会”的初衷。如今，

该活动已经开展近80期，表演方式从

最初的陶笛社团展演，逐步扩大到班

级专场、舞蹈专场、年级专场，受众面

逐步从全校师生扩容到学生家长，“星

期音乐会”真正成为学生自信、家长荣

誉的“星”舞台。随着音乐会影响力越

来越大，相关表演成功走出校园，进一

步走向社会大众。仅今年上半年，学

校的舞蹈社团、陶笛社团和合唱团在

参加的活动和比赛中，荣获市级奖项

2人次、区级奖项122人次，并在全国

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中获奖。

40多场涵盖舞蹈、古筝、陶笛、线

描绘画、软陶的社团活动，充实了校

园生活，陶冶了学生兴趣。缤纷多彩

的演出成为东宝纪念小学一道美丽

的风景线。

学校充分整合校内校外资源，建

构“五育并举”的课程体系，将劳动教

育开进课堂，并举办丰富多彩的学科

活动。以劳动教育为例，东宝纪念小

学克服重建期借校办学困难，全力打

造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引导学生动手

种植生长周期短的应季果蔬，把劳动

之美做实做到位。今年“六一”儿童

节当天，在钟玉芳老师带动下，广大

学生以“争做环保使者，共创生态文

明”为主题，开展了一场“行走的思政

课”，真正以劳动之美净化少年成长

天空。

7月14日，在 2024 年“中国芯”

助力中国梦——全国青少年通信科

技创新大赛广东省选拔赛上，学校

的成明熙和成明依同学荣获一等

奖。近些年来，围绕光明区打造科

技创新示范区的战略部署，东宝纪

念小学积极开展创新教育课程和举

办科技活动，充分激发学生对科技

探索和创造的兴趣。学校打造的创

客社团，已成为学生新发明、新创造

的发源地。

“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获得自

信、快乐成长，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

人。”李吉雄表示，接下来，学校将进

一步挖掘、传承东宝精神，让红色瑰

宝融入每一位师生的灵魂，并转化

为学校全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

力。同时，进一步创新办学理念，弘

扬教育家精神，推动师资队伍能力

跃升和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以敢于

争先的勇气，在教育强国建设征程

中，谱写东宝纪念小学高质量发展

的新时代篇章。

从红土地到高品质学校之“进”
深圳市光明区东宝纪念小学在强校征程中跑出“加速度”

近年来，深圳市光明区
东宝纪念小学不仅成功
入选深圳市党史学习教
育基地，而且获得国家、
省 、市 、区 级 荣 誉 近
3000 项。在光明科学
城建设的同频共振下，
学校在强校征程中跑出
了“加速度”。
在乐学善思、求真创新
的学风引领下，学校通
过实施“三全育人”，成
功塑造出独特精神风
貌，激发出内生动力，全
校师生在快乐、自信、进
取的氛围中，不断展现
自我、实现自我。

□ 王晓辉 龚洵芳

位于湖南省几何中心、资水中游

的冷水江市，是湖南省县级市，总面积

439平方公里，总人口35万人，享有

“世界锑都”“江南煤海”“湖南鲁尔”

“有色金属之乡”等美誉。该市因矿而

兴、因矿设城，曾为国家、湖南省、娄底

市的经济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如今境

内铁矿资源完全枯竭，锑矿资源濒临

枯竭，煤炭资源浅表层已开采完毕，进

入发展“阵痛期”。

老树逢春发新芽，嫩黄浅绿不逊

花。近年来，该市抢抓国家资源枯竭

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机遇，坚持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与培育壮大接续替代产

业“双轮”驱动，转型厚积成势，成效不

断凸显，红利加速释放，在全国资源枯

竭城市转型年度绩效考核评价工作

中，先后3次获评优秀等次。

在承接产业转移上强动力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

冷水江市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

础、区位优势，实施以链招商、以商招

商、驻点招商，引来“源头活水”，为高

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2023年，新

引进重点项目 21个，总投资 178亿

元，获评湖南省招商引资工作先进县

市。全市高新技术企业达35家，完成

高新技术产业营收148.35亿元。

“我们主动对接融入娄底打造国

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中部地区‘材

料谷’战略，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

光电子信息、新能源、电商物流等产业

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实现优势再造、

换道领跑。”冷水江市委副书记、市长

陈创业表示。

光电子信息产业从无到有，高新

科技产业园、光电子产业孵化园已进

驻企业18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触摸

屏产业链条，是华为、小米、蓝思科技、

传音等企业的重要供货基地。盛通电

子负责人表示：“我们有28条智能化

生产线，每年可生产5亿颗高分子聚

合物固态铝电解电容器，广泛应用于

网络通信设备、基站主板、新能源汽车

和智能家居等领域，有效解决了‘卡脖

子’问题。”

新能源产业前景可期，大唐华银

娄底生态治理100万千瓦光伏项目利

用采矿塌陷区、重金属污染区、石漠化

地区等新建光伏电站，冷水江项目一

期已并网 20 万千瓦；华润龙虎山

100MW风力发电、新华能源“源网荷

储”一体化等项目纷纷落地生根。

电商和现代物流产业蓬勃发展，电

子商务产业园入驻企业近200家，全

市电子商务线上交易额近30亿元，获

评“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市”“湖南省服务业示范集聚区”。

如今，最值得冷水江人骄傲的

是，昔日炸山开矿“灰头土脸”，今朝

高新园区整洁有序、绿景如画，仿佛

置身花园。

在振兴实体经济上聚实力

欲致其高，必丰其基；欲茂其末，

必深其根。

冷水江市把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

放在实体经济上，实施制造强市推进

工程、产业培塑行动，通过技术改造、

兼并重组、延伸产业链条、品牌建设，

推动钢铁、锑等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

级、做大做强做精。

在闪星锑业、三A新材料、华科高

新、鑫达耐火等龙头企业带动下，锑产

业、新材料（耐火材料）产业加快扩能

升级。锑材料被纳入湖南省中小企业

特色产业集群、县域外贸特色产业集

群，税收贡献由2019年的0.17亿元增

长到2023年的1.2亿元。三A新材料

成为我国三大无机硅生产基地之一，

母公司凌玮科技2023年2月在深交

所创业板上市。鑫达耐火生产的玻璃

窑砖远销亚洲、非洲、欧洲等地，96A

高级硅砖被认定为湖南省制造业单项

冠军产品。在华科高新，公司上下正

抢时间、抓进度、赶订单，一片热火朝

天。“我们是国内最早、最大和最专业

的为合金钢提供优质炉衬材料的企

业，完全替代进口产品，打破了欧美

垄断。2023 年实现销售收入1.8亿

元，纳税862万元。”华科高新负责人

介绍。

传统钢铁产业坚决淘汰落后设

备，培育竞争新优势。湖南博长控股

集团冷水江钢铁公司向高端化转型，

50万吨产能生产型材、950轧线生产

100万吨板材项目已投产。湖南博长

控股集团跃居湖南省民营企业第4位，

长期位居中国企业500强、中国制造

业500强。冷水江钢铁产业基本形成

集群，以冷钢钢材为基础，经金弘再生

资源、华丰再生资源等废钢企业回收

接力，优化工艺，提高废钢加工能力至

每年60万吨。经天宝实业、正通紧固

件、天强金属制品、铸鑫五金等紧固件

企业深加工，小螺丝、小螺帽等小产品

做出大市场，年创产值超16亿元。天

宝实业成为亚洲最大的单体紧固件生

产基地。

作为以工业立市的城市，冷水江

市将工业资本、管理经验和人才优势

引入农业领域，促进工业、服务业与农

业深度融合，走出一条颇具特色的现

代农业发展路子。先后被评为“湖南

省粮食生产先进县市”“湖南省农村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县”。小水果

产业被认定为冷水江县域特色产业，

入选湖南省“一县一特”目录，年综合

产值突破10亿元。目前，全市共有省

级龙头企业9家，娄底市级龙头企业

57家，省五星级休闲农庄5家。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冷水江市由“矿业独大”成功向三

产协调发展转型，正加快构建“1+2+

2”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结构变“轻”，

发展方式变“绿”，经济质量变“优”。

三次产业结构由2013年的4.9∶52.2∶

42.9调整为2023年的4.9∶40.3∶54.8，

矿业经济占比下降至3%。

在保卫蓝天碧水上添魅力

看得见蓝天、听得到鸟语、闻得到

花香、留得住乡愁、品得出幸福，这是

冷水江市近年来的显著变化。

该市大力推进“1+5”城市建设

（以打造转型发展示范城市为核心，建

设先进制造业强市、乡村振兴示范县

市、现代精品宜居城市、生态修复样板

城市、健康文明幸福城市），加快向“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高质

量转型发展目标迈进。城区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100%，城区空

气质量优良率由2019年的80.8%提

高到93.4%。

为修复矿山生态环境，冷水江市

按照“不欠新账，还清老账、标本兼治、

有序推进”的思路，累计投入资金22

亿元，实施项目100余个，持续推进锡

矿山区域环境综合治理。全力治渣，

成功攻克砷碱渣处理世界性难题，实

现砷碱渣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处

理，处理成本下降80%，入选“中国有

色金属重大技术创新榜”。全力治土，

充分利用已关闭的工矿用地开展增减

挂钩，锡矿山地区累计修复治理污染、

损毁耕地1100余亩。全力治水，建成

含重金属废水处理站14座，总处理能

力2.9万吨/天，资江冷水江段水质全

域稳定保持Ⅱ类标准。全力复绿，累

计建成防污抗污林1.1万亩、矿区复绿

示范基地2万余亩，区域森林覆盖率

由 2006 年的 8%提高到 2023 年的

65%。全力治灾，滚动实施锡矿山独

立工矿区居民避险搬迁安置工程，宝

大兴危险塌陷区3166户居民全部搬

迁安置。2021年，冷水江锑煤矿区

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被自然资源

部列为中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在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

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上进行了

推介。“矿区变景区”，锡矿山成功纳入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范围、湖南省

工业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全国首批、湖

南首家地质文化镇，2023年游客量超

过30万人次。

在推动创新开放上增活力

春江水暖，见微知著。营商环境

的改善，企业感受最深。

冷水江市牢固树立“营商环境就

是生产力”的理念，持续深化相关改

革，政务服务事项引用率、填报率、发

布率与权责清单填报率、发布率、网

上可办率均达100%；实行公共服务

“一门式”全覆盖，梳理下放乡镇（街

道）服务事项210项、村（社区）服务

事项75项；政务服务可视化行动入

选2023年娄底市营商环境改革创新

优秀典型案例。常态长效落实“三

送三解三优”，深入开展“千人帮千

企”“营商环境直通车”“工业企业提

质扩能”等专项行动，助力企业健康

发展。

围绕经济增长、项目建设、环境污

染治理、优化发展环境、重点民生保障

等转型重点工作，冷水江市建立“红黑

榜”工作机制，将争先意识不强、工作

进度落后的部门单位列入“黑榜”，年

度内单项工作三次列入“黑榜”的，单

位主要负责人“让位”。

严格落实减税降费政策，2023

年减免税费及退税1.51亿元。深入

开展“行政执法领域突出问题专项

整治”，作为典型经验在湖南省、娄

底市推介。

资源枯竭城市转型是一条蜿蜒

曲折的“赶考路”，一条艰苦奋斗的

“创业路”。冷水江市正以只争朝

夕、真抓实干的劲头，努力在全国资

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中走在前列、

勇立潮头，续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跨江而过的新城大桥 （冷水江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