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竹县观音中学位于大竹县观音
镇。学校创建于1942年春，原名“私立干
城中学”（取意于《诗经》“赳赳武夫，公侯
干城”）。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私立干
城中学，更名为“大竹县第一中学”，文革
中改名为“立新中学”，文革后正名为“大
竹县观音中学”。

观音中学经历了民国和新中国两个
历史时期，在巴山渠水间开创了大竹办新
学的先河，有着悠久的历史、严谨的校风
和优良的传统。1958年，学校开始招收高
中学生，是大竹县最早的高完中之一。改
革开放后，学校沐浴在新的阳光下，以纯
朴厚道的品格，“虚怀若谷、上善若水”的
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胸襟，吸引了来自四面
八方的学子。

学校所在地毗邻318国道，观文公路
从学校大门口经过，有开往达州（高速直
达）、大竹县城、周家、白坝、双溪、石桥铺、
袁驿（重庆梁平）等方向的班车，极大地方
便了广大的求学者。校址位于观音场镇
中心，远离了喧嚣的城市，这里民风淳朴、
生活便利，半封闭式人性化的教育管理，
为求学者营造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建校70多年来，学校为国内重点高校
输送了不少优秀学子，为祖国培养了大量合
格人才，在社会中享有较高的知名度，是四
川省东部农村学校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风景宜人的校园环境
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铜钵河宛若一条玉带环绕观音中学校
园，一座美丽壮观的凤凰桥将学校的新校
区和老校区连成一片，恰如一只腾空高飞
的凤凰带领观音中学学子翱翔蓝天。

学校环境优美、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花草树木与亭榭楼台相互映衬，溪流假山
与灯饰雕花交相辉映。宿舍楼前的景观
花园、铜钵河两岸的垂柳、成片碧绿的草
坪、清幽雅致的小园、五彩绚丽的芙蓉、淡
黄清香的腊梅以及殷红的桃花、洁白的栀
子花、金黄的桂花，构成了校园一道靓丽
的风景。绿色的校园、清幽的小径，是读
书人的圣地。

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开展冬季运动会、
春季篮球比赛、足球比赛、体操比赛等体
育竞技活动以及迎元旦、庆“五�四”文艺
晚会，组织志愿者和学生会成员到街道、
社区、敬老院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以及形式
多样的课外教育。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
展，丰富了师生的课外生活，让整个校园

充满着勃勃生机。

完善的办学设施
团结的师资队伍

学校办学设施设备齐全，校园占地面
积110余亩，建筑面积4万平方米，现有春
华楼、秋实楼、文昌楼三栋教学楼，每间教
室配置标准多媒体电子教学设备。同时，
为顺应新课改大环境，学校抓住发展机
遇，正在修建两栋综合型教学大楼（主体
工程已完工，预计在2018年秋季开学投入
使用）；学生公寓配套设施齐全，女生公寓
丹桂楼和男生公寓皓月楼能同时容纳
4000余名学生入住；学生膳食中心分楼上
楼下两层，用餐环境好，荤素搭配合理，价
格公正透明；学校有一栋单独的实训楼，
集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于一楼；现有标
准计算机机房4间、通用技术教室2间，标
准音乐、美术教室2间，还有藏书丰富的图
书室与阅览室；学生课外活动场地有保
障，有标准篮球场8个、绿色生态足球场1
个、乒乓球台10个、羽毛球场5个，极大地
丰富了师生的校园生活。

学校有一支拼搏进取、团结和谐、无
私奉献的教职工队伍，现有教职工263人，
其中，中学高级教师73人、中学一级教师
98人、中学二级教师89人，中共党员80
人，研究生学历5人、本科学历235人，教

师学历达标率100%。现有46名省、市、
县优秀教师、先进教育工作者、师德标兵
和省、市、县骨干教师及优秀班主任。教
师的团结敬业精神，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
遍认可。

科学的办学理念
丰硕的教学成果

学校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和
有关教育法律法规，溯源文化经典，整合
学校办学思想，形成了独特的“卓识启智，
养灵悟慧”办学理念，坚持教育教学管理
规范化、民主化、科学化。始终坚持“追求
卓越，崇尚一流”的办学精神，恪守“团结
紧张，拼搏向上”的朴实校训，以“逐年稳
步提高办学水平，争创一流市级示范学
校”为办学目标，以“安全是第一、育人是
根本、教学是中心、质量是生命、时间是过
程、稳定是关键”为办学思路，以“民主、科
学、高效、规范、精细”为管理目标，以“遵
章守纪、习惯优良、举止文明、秩序井然”
为德育目标，以“面向全体、注重基础、提
高能力、全面提升综合素质”为教学目标。

自办学以来，学校为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
大学、四川农业大学等省内外高等院校输
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2018年，学校
高考成绩再创历史新高，理科考生张玲玲

取得636的高分成绩，全校600分以上有9
人，重点上线61人（刷新学校历史记录），
本科上线人数据不完全统计达402人；中
考成绩也喜结硕果，A类及以上134人，B
类及以上193人，创下学校历史新高。

近年来，学校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关心
支持下，教学成绩硕果累累，在学生、家
长、社会中具有良好的口碑，连续多次被
评为“普通高中教育先进集体”，是大竹县
首批“名学校”，是“达州市示范性普通高
中”“达州市依法治校示范学校”“达州市
文明单位”，获“四川省校风示范学校”“四
川省体育先进学校”“四川省实验教学示
范学校”“四川省现代教育技术示范学校”

“四川省绿色学校”等荣誉，成为了中央教
科所校园文化实验基地、国家“九五”重点
课题《面向21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
改革研究》——《校园歌曲与素质教育研
究》课题实验学校、西南政法大学优秀生
源基地。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目前，大
竹县观音中学全校师生员工精神振奋，
决心以县委、县政府的发展思路为契机，
在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赵云建的带领
下，结合校情做强初中、做大高中，踏实苦
干，以昂扬的姿态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
再谱教育新篇章！

□文/图 毛维 本报记者 刘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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雏鹰展翅的高地 梦想起飞的舞台

——来自大竹县观音中学的报道

文艺晚会

校园文化墙
校园全貌

体操比赛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万源市相关部门获悉，
今年，万源市累计筹集国家开发银行贷款资金3亿
元，专项用于农村公路建设，新（扩）建里程280公
里。

万源市地处大巴山腹心地带，境内山高坡陡，
交通不便一度成为脱贫攻坚主要短板之一。今年以
来，该市将农村公路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工
程，积极争取国家开发银行贷款资金3亿元，用于农
村公路新（扩）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老区人民
脱贫奔康的步伐，20多万山区群众将直接受益。

据万源市交通运输局负责人介绍，为确保全面
完成农村公路建设年度目标，该局将积极协调国家
开发银行及万源市财政、发改、宣传等相关部门和
所涉乡镇，形成部门联动、全力攻坚格局。同时成
立6个专项工作小组，实行班子成员分片包干，规范
程序管理，严把质量安全，确保农村公路建设任务
如期完成。

（廖晓峰 特约记者 陈本强 本报记者 闫军）

本报讯 近日，宣汉县惠民帮扶中心干部职工深
入宣汉县白马镇观岩村，对6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开展
对口帮扶和入户调查走访工作。

在白马镇观岩村易地扶贫搬迁户家中，该中心干
部职工详细了解他们的发展计划及搬迁后的生产生
活情况。认真聆听他们的需求，与贫困户共谋脱贫致
富出路，力争尽早脱贫致富。受访贫困群众纷纷表
示，他们将努力发展产业，早日摆脱贫困，过上幸福生
活。

（桂英 王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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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江明月电力：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投资3亿元

万源今年新（扩）建农村公路280公里

宣汉县惠民帮扶中心

深入贫困家庭开展对口帮扶工作

促进农旅加快融合
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的深度融合，不仅是

实现农产品溢价销售的重要渠道，更是推动
农业转型升级、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强大动
力。漫步于开江农业示范区，田间小路、休
闲凉亭、傍水广场，处处山水相依、红花绿叶
相伴，稻法自然公司正在稻田之间修建阳光
餐厅等农旅设施，将“稻田＋”养殖的鱼、蛙、
泥鳅收集后集中投放到体验区，供游客进行
抓、钓、摸等农事体验，以此将参观了解“稻
田＋”生产模式的游人，转化发展为消费者。

稻田里修餐厅，建起来不难，但要保证
餐厅有稳定的电力供应却是困难重重。为
了不在稻田里架设电杆破坏田园美景，开江
明月电力公司的工程师们为“稻田＋”的用
电需求花费了不少心思。

将来稻田里还有共享农庄、民宿住宿、
视频监控……五花八门的用电需求让电力
公司因地制宜埋线穿管，通过多种手段架设
线路。截至目前，为了给“稻田＋”项目提供
便捷的用电服务，开江明月电力公司已累计
为该项目新建变电台区10台，拉设线路15
千米。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按照开江县委、县政府的部署谋划，到

2018年底，该县将通过生态农业的发展模
式，将优质、绿色、有机水稻种植规模扩大到
3万亩。除了走农旅结合的道路外，为了进
一步挖掘优质大米的经济潜力，还将打造一
个全国知名的农产品深加工品牌，在紧邻开
江县火车站的任市镇，县政府投资1.5亿元
兴建的年产10万吨大米精深加工项目正加
快建设。建成后，这里将采用世界一流的加

工设备，助力优质农产品深加工及销售。
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离不开深加工。近

年来，开江县引进兴建了大量农产品加工企
业，极大地提高了开江农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为满足这些企业的用电需求，开江明月
电力公司在2010年至2017年间大力实施
农网改造升级工程，累计完成投资75448.8
万元，建成110千伏变电站4座、110千伏线
路156.3千米；新建和改造35千伏变电站
13座、35千伏线路131.5千米等。形成了
以110千伏为支撑、35千伏为骨架、10千伏
为配电网络的坚强电网，完善和优化了开江
电网网架结构，提高了电网供电能力和安全
可靠性，彻底解决了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用电
难、电压低等问题，保证了企业用电需求。

确保生产用电无忧
今年5月，正是春耕春灌的时节，开江

县15.2万亩田地需要机电灌溉。而此时，
也是电力部门最为繁忙的时候。

农排线路是农业生产的“生命线”，春
种、秋收、排水灌溉都离不开它。为保证农
户春耕安全、可靠用电，开江明月电力公司
组织了多支共产党员服务队，对涉及农村排
灌用电设备的线路进行拉网式排查，做到不
留隐患、不留死角，确保春耕春灌用上放心
电。

而随着开江现代农业规模化、机械化、
电气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农业生产对于电能
质量的要求也更高。开江电力部门为推动
农业农村快速发展，在收到农业用电申请
后，将开通绿色通道，马上组织工作人员勘
察现场编写工作方案，立即施工架线到田
间，确保农业生产用电无忧。

□文/图 本报记者 龚俊

开江作为传统农业县，种植条件极好，不管是农
业体制和农业经济改革，还是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
发展，开江都是先行先试。开江县明月电力有限公
司紧跟开江县委、县政府步伐，力挺现代农业转型升
级，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保障开江农业示范区用电

保障水产养殖户用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