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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审校：范春黎 李珂 杨 帆

农历壬寅年二月十七

春风拂面，阳光正好。3月2日
下午，遵义市老城小学的学生们正
在参加“1小时”锻炼，“五彩绳韵”

“动感篮球”“快乐足球”……同学们
兴致盎然、精神抖擞，这是遵义市深
化体教融合的一个生动缩影。

青年强则国家强，体育兴则民
族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
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
体育课，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
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
意志。”2020年8月，体育总局、教
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为
深化体教融合，破解影响学生身心
健康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指
明了方向。

要求指向明确，目标催人奋
进。遵义市深入贯彻中央、省委决
策部署，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
的重要位置，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纵深推进体教融合，体育
教育事业齐头并进、相得益彰、硕
果累累。

破除壁垒打通部门界限

抓住改革“牛鼻子”，做好顶层

设计。体育和教育原属不同部门，
管理体系独立、资源相对分割，体
教融合困难，如何突破这一“梗
阻”？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是关键！
一场影响深远的改革在遵义这片
红色土地上开启。

2021 年 9月，遵义市整合教
育、体育职能职责，在全省率先挂
牌成立市教育体育局，各县（市、
区）也同步成立教育体育局，将教
育和体育“合二为一”，从机制源头
上破除原有体教融合壁垒，打破部
门界限，实现体育教育的教学机
制、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条件
等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一体
化落实，体育与教育的融合产生了

“1+1>2”的效果。
“我们从管理体制机制上着

手，深化体教融合改革，在贵州
省率先推动体育教育机构整合，
并以此为契机努力建设体教融
合示范市。”市委书记魏树旺认
为，体教融合不是体育和教育两
个部门资源简单相加，而是以改
革创新之力，推动体育教育事业
同步发展，实现以文化人、以体
育人的目的。

资源共享促“双减”带“双增”

2021年，遵义市九年义务教育
巩固率、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等
各项指标全省领先、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10名优秀学子被录取为空军
飞行学员……这份闪亮成绩单背
后倾注了上级对遵义的关心厚爱，
也是遵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
育的具体体现。

2021年11月26日，教育部体
卫艺司、北京国奥、遵义市体教融
合工作座谈会以视频连线的方式
召开。会上，教育部体卫艺司对遵
义市推进体教融合改革、校园足球
发展等工作给予肯定，并希望更大
力度整合资源力量，坚定不移以

“双减”带动“双增”，推进教育体育
事业迈上新台阶。这为我们积极
抢抓机遇，深入推进教体融合发
展，努力创建“双减示范市”进一步
指明了方向、作出了指导。

建立“1+1+N”菜单服务、高效
课堂教学改革、探索“1+7”师资模
式、深入推动体教融合……“双减”
政策推行以来，遵义市从校内到校
外打出了一套全方位、立体式“组
合拳”。这套“组合拳”并不是单纯
的减负，而是一场力度空前的教育
改革，向四十五分钟要效率，向课
堂要质量，提高教师水平，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
红花岗区“作业百花园”、汇川

区“好课件”评选、桐梓县“菜单式
作业”、赤水市“教育轻骑兵”……
遵义市各地推出“一校一品”硬核
举措，确保让学生感兴趣、吃得饱、
能消化，“双减”政策正在黔北大地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大力开展课后体育活动，是落
实好“双减”带动“双增”的关键环
节，而师资不足、资源紧缺是课后
体育活动面临的难题，遵义市立足
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切实以
体教融合发展来破局推进。

一方面，积极推动校外体育人
才进校园。充分挖掘、整合教育和
体育人才资源服务中小学，市体
校、市足球运动学校和遵义医科大
学、遵义师范学院等高校体育专业
师生1200余名以及33家具有相关
资质的社会体育机构、体育协会
130余名教练员进入全市200多所
中小学开展足球、篮球、跆拳道等
形式多样的课后服务，丰富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方式和内容，
有力推动“双减”落地落实。

另一方面，校内校外场馆双向
开放。随着学生课后和广大市民
的体育运动需求日益高涨，遵义市
印发《关于全市中小学校体育场馆
设施面向社会开放的通知》，推动
全市所有中小学体育场地从2022

年起面向社会开放。与此同时，通
过体彩公益金支持等，推动社会场
馆向中小学生开放，满足学生课余
锻炼需求，助力全民健身，推动“健
康遵义”建设。

另外，受场地、气候限制，游泳、
冰雪等体育项目无法在各中小学开
展。为此，遵义市以问题为导向，充
分整合社会场馆资源、教练员资源，
大力开展“游泳进课堂”，学生在“畅
游”的同时，还掌握了游泳技能和急
救能力，“游”进课堂、“泳”往直前成
为遵义教育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遵
义市还深入推动冰雪运动“旱地化”
进校园，汇川区第三小学、遵义市第
十二中学、新蒲新区幸福小学等学
校的“旱地冰球”“陆地冰壶”“滑轮”
等运动，深受学生喜爱，“冰雪梦幻”
逐渐变成现实。

创新模式共育竞技苗子

“我们要分类指导，从娃娃抓
起，扎扎实实提升竞技体育水平，
持之以恒开展群众体育，不断由体
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习近平
总书记同国际奥林匹克主席巴赫
交谈时说。

体教融合后，遵义怎么抓竞技
苗子？怎么改革？面对这些新课
题，遵义的做法是：打破固有思维、
创新培养模式。

(下转二版)

打破体制机制壁垒 体育教育同步提升
——遵义市体教融合改革述评

以改革“破冰”助推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

本报讯（记者 向婧）近日，记
者走进红花岗区老城街道的一条
条小巷子，不仅道路宽敞，环境整
洁，扑面而来的还有浓郁的红色
文化气息。2021年底，老城街道
启动对玉屏巷、何家巷等7条背街
小巷的改造工作，目前已经全部
完成，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一座城市，要有“面子”，更要
有“里子”，才能让群众的生活更
加舒适。

老城街道处于我市城区的重
要位置，也是遵义红色旅游的核
心区域。以前，该街道辖区内玉
屏巷、何家巷、红军巷、梓桐巷、碗
井巷、府后山圣龙一品巷、大坎井
巷等巷道，既黑暗又狭窄，有的地
方还经常横七竖八地停着三轮
车、摩托车。如今，经过几个月的
改造，小巷的墙面白了，道路宽敞
了，居民出行舒心了，大家纷纷为
街道的这一惠民工程、暖心工程
举措点赞。

在开展路面、墙面改造的同

时，老城街道充分利用自身资源
优势，将“红色情怀”和小巷文化
相结合，在由青石板、小青瓦、大
白墙组成的巷道内，增添了红色
情怀小故事，以及文明新风、清风
廉政等宣传，让整治后的巷道实
现了由内到外的“旧貌换新颜”。

在南门社区玉屏巷，时而有
居民驻足在墙边，仔细观看红色
小故事，有的则边看边给孩子讲
解。“‘一张借条’的故事让人动
容，红军战士就是为人民服务
的。从小巷文化当中，我们更深
入了解了红军与遵义百姓‘军民
鱼水情深’的动人故事。”居民张
女士告诉记者。

此外，在老城街道大井坎巷、
梓桐巷、碗井巷，色彩明亮的公益
广告墙画，让文明宣传无处不在，
如春风化雨。除了在改造的巷道
开展文化建设，该街道还对辖区
白虎头巷、黄土坡巷等10多条巷
道增设公益广告、景观小品等文
化元素，让巷道更美，文化更浓。

老城街道

小巷大改造
旧貌换新颜

3月17日，赤水市市中幼儿园邀请退休党员教师返园，开展“老幼
相约春天”活动，与小朋友们一起制作风车、迎春花等，充分发挥“传帮
带”作用，促进青年教师成长。 （张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