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少年宫，乐了农村娃
白晶晶

田野里撒欢，山坡上放牛，丛林间
打闹，河流中嬉戏……这是印象中农村
孩子的娱乐项目。其实，现在的乡村，早
已是另一番场景：放学后的农村娃，有
的在学习书法绘画，有的在学习舞蹈音
乐，有的在学习手工制作，有的甚至在
跟着老师一起做高大上的机器人……
小小的乡村学校少年宫，成了农村孩
子新的“快乐天堂”。

近年来，我旗 21 所乡村学校少年
宫的建成，极大地满足了广大农村未
成年人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望，为乡
村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提供
了良好的条件，深受家长和孩子们的
喜爱。

乡村学校少年宫首要“建得成”。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建成有利于缩小城
乡教育差距，这不只是基础设施的差
距，更多的是教育环境和氛围的差距。
所以，建设乡村学校少年宫要动用一
切力量，除靠中央或专项公益金，还应
以多种形式筹措资金，确保乡村学校
少年宫有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确保
学校设施、器材的补充更新，志愿者、
辅导员的补贴和培训等。同时，还可以
通过校地共建、校企共建、校馆共建等
模式，建立乡村学校少年宫与企业、单
位以及城市群艺团体、科技馆、博物馆
等的活动衔接机制，争取获得资金、设
施、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共同缓
解乡村学校少年宫的资金之“渴”，实
现“建得成”。

乡村学校少年宫还要“留得住”。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建成，还只是一个

“壳”，得有丰盛的“瓤”来支撑。那些能

文能武、能唱能跳、能拉能弹的老师，是
乡村学校少年宫的宝贵资源，是农村孩
子的指导者、引路人。乡村学校少年宫
的长期良性发展亟需一批专业素养高
的辅导员。乡村学校少年宫可以与慈
善、捐助、志愿者服务等活动相结合，积
极吸纳有专长的退休教师、社会“五老”
人员以及当地文化人才、先进人物和民
间艺人等担任辅导员，鼓励大学生开展
志愿服务，激发社会各界力量参与乡村
学校少年宫建设中。

乡村学校少年宫终要“搞得活”。
乡村学校少年宫要打好特色牌，为青少
年送去美好的“精神食粮”，要立足于少
年宫在农村的实际，充分发掘利用丰富
的“乡土资源”优势，让本地特色文化在
少年宫里生根发芽，让乡村学校少年宫
充满“乡土气息”。除了开展特长培训、
组织文体活动，还可以走出少年宫，走
在广袤的田野上，进入茂密的森林里，
踏入潺潺的流水中……这样贴近生活、
接地气的课堂，可以让孩子在学习优秀
传统技艺的同时，传承民俗记忆，让孩
子们更热爱本土文化、热爱家乡。

只有当乡村学校少年宫都“建得
成”“留得住”“搞得活”，才能真真正正
成为农村孩子的“快乐天堂”。那些曾经
只能在田间地头释放“野性”的农村娃，
就能享受到和
城里孩子一样
的 优质 教育 ，
在这里开阔视
野、提升素养、
塑 造品 格、快
乐成长。

建能兴辉陶瓷有限公司在发展中亮绿色
发展之剑，走绿色发展之路，在竞争激烈的陶
瓷行业中刮起“绿旋风”，为企业开辟更加广
阔的未来。今天，记者带您走进建能兴辉陶瓷
有限公司，看这个企业如何坚持在“绿色”上
下功夫，为自己找出路，为园区涂底色。

走进内蒙古建能兴辉陶瓷有限公司的发
泡陶瓷生产车间，如果不是机器的轰鸣声，很
难想象这是一个正在运行的车间，寥寥无几的
工人零散地分布在偌大的车间里，两条生产线
稳步运行。这是智能化生产线运行的结果，这
条生产线让原来的车间用工量从 200 人锐减
到现在的 20 人。对于这样的变化，建能兴辉陶
瓷有限公司规划顾问吕峰喜欢用“翻天覆地”
来形容它。

2008 年 3 月，原兴辉陶瓷有限公司进驻
达拉特开发区，成为首家进入内蒙古地区的大
型广东陶瓷企业。公司通过几年的拼搏，取得
了很好的成绩，在北方市场开拓了一片新天
地，但天有不测风云，因为各种原因，公司发
展遇到了瓶颈。

如何突破瓶颈？2018 年 7 月 21 日，建能
实业正式与原兴辉陶瓷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
议。建能拥有雄厚的资金支持、先进的管理经
验，原兴辉陶瓷有前沿的陶瓷生产技术，两家
企业一拍即合。同时，让企业走绿色发展之路
是他们共同的选择。建能兴辉陶瓷先后对厂
区进行了全面升级改造，新建了 14 万平方米
的厂房。

2018 年 12 月，第一块发泡瓷砖在建能兴
辉陶瓷有限公司的智能化生产线上诞生。发

泡瓷砖集保温、绝缘、隔音、粘接性好等诸多重
优点于一身，它的外观呈多细孔状，质地轻盈，
被业界形象地称为“羊绒砖”，可在内墙和外墙
建筑中使用。发泡瓷砖 85%的原料都来自炉膛
渣、粉煤灰及其他工业固废，这样光原料成本
就下降了 60%，所以在市场上更具有竞争力，
有人甚至把它称作陶瓷行业转型发展的“绿黄
金”。现在，建能兴辉陶瓷有限公司每天可以
生产 2000 多平方米的发泡瓷砖，产品销往全
国各地，供不应求。

今年，建能兴辉陶瓷有限公司除了发泡
陶瓷外，还有其他五、六项发明专利通过认证，
达到了该公司历年之最。透水砖就是其中的一
项，“现在很多城市正在打造海绵城市，无疑
是要解决城市内涝严重的问题，这种砖将派上
大用场。”吕峰一边介绍一边拿起一块透水
砖。记者看到，这种砖外表和城市硬化中常见
的红色“工”字砖一模一样。吕峰右手拿着一
瓶矿泉水，将水缓缓地倒在透水砖上，可透水
砖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矿泉水，半瓶水下去了，
透水砖却未渗出一滴水。

吕峰说：“目前，我们正在研制一种集绿
色、环保、防火、轻质、坚固等优点于一体的新
型瓷砖，产品已经做出来了，正在进行制定标
准和耐火极限测试，争取今年七、八月份向市
场进行推广。

随着高端大理石瓷砖、发泡瓷
砖、透水砖等一系列环保节能、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瓷砖陆续推向市
场，建能兴辉陶瓷有限公司在陶瓷
行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就在记者

采访期间，不少客户来到这里，进行考察和签
约。

客户索君说：“这家的建材非常好，有发
展前景，我们已和建能兴辉陶瓷有限公司签订
了合作协议。作为总代理，我们将在市场上大
力推广。”

从 2008 年至今，建能兴辉陶瓷有限公司
已经走过了 11 年，已过花甲之年的吕峰见证
了该企业一路的成长。吕峰介绍说，2015 年以
前，生产陶瓷的原材料有 75%来自外地；2015
年后，本地的原材料已占到 70%。特别是 2016
年，企业第一次利用当地的炉膛渣、粉煤灰、风
积沙、黄河泥等为原料，在车间成功批量生产
出合格的陶瓷，让陶瓷行业的绿色发展构想走
向了生产应用领域。

随后，建能兴辉陶瓷有限公司持续发力，
相继成功利用工业固废生产出了质优价廉的
仿古砖、节能环保的“绿房子”，特别是发泡陶
瓷的推出，对于整个建筑行业来说也具有革命
性的意义。

企业的生命在于创新，唯有创新才能创
效。如今的建能兴辉陶瓷有限公司，坚持两条
腿走路、多方位发力，一头牢牢把握绿色发展
的主体方向，一头紧紧抓住陶瓷市场的动态需
求，让企业发展更有底气、更有活力。

陶瓷业刮起“绿旋风”
———达拉特经济开发区“多彩工业园振兴再出发”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白剑萍 闫娜敖胜军

根据安排，中央扫黑除恶第 15 督导
组进驻内蒙古自治区督导，至 6 月 30 日
结束。督导进驻期间设立举报电话和举
报专用邮箱，受理内蒙古自治区涉黑涉
恶问题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举报电话：
0471-4819221（汉语）、0471-4819216（蒙
语）。举报专用信箱：内蒙古呼和浩特市
A729 号信箱，邮编：010010。受理来电时
间为每天 8:00 至 20:00。如有举报线索，
请来电来信或登录全国扫黑办智能化举

报平台进行举报，网址：www.12337.gov.
cn，二维码。

中央扫黑除恶第 15 督导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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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扫黑除恶第 15督导组公告

美术室里，孩子们绘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卷；
舞蹈室里，伴着优美动听的旋律，孩子们翩翩起舞；
剪纸室里，一幅幅剪纸作品在孩子们手里栩栩如生；
书法室里，孩子们写下一张张工整有力的作品……

盛夏六月，走进我旗王爱召镇中心小学，孩子们
正在乡村学校少年宫里活动，放飞着七彩梦想，收获
着快乐和知识。

这样的场景在我旗各学校随处可见，这是我旗
加大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结出的硕果。

近年来，我旗高度重视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工
作，将其作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的重要抓手，积极搭建平台，大力丰富活动，倾心
构筑孩子们健康快乐成长的温馨家园。截至目前，我
旗争取上级投入资金 662 万元，共建成 21 所乡村学
校少年宫，实现了从无到有、从点到面的飞跃。

一所所乡村学校少年宫，不仅是未成年人课外
活动的乐园、社会实践的基地、陶冶身心的课堂，也
是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沃土，为推进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尽情
体验艺术的魅力，探寻知识的宝藏，收获道德的感
悟，追寻快乐的足迹，放飞五彩斑斓的梦想。

强化保障促发展

在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中，我旗突出抓好
资金管理、机制建立、师资队伍建设等工作，为全面
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基础保障，
将其打造成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阵
地。

资金是推进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的重要保障，
我旗通过严格资金管理，对资金使用进行认真细致
地规划，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将项目资金使
用最大化，极大地完善了基础设施，搭建起了平台。
同时，通过对空置房屋再利用、现有教室再改造、相关设施再
添置的方式，充分发挥设施、场地和活动器材的作用，有效缓
解了青少年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与教育活动阵地不足
之间的矛盾。此外，我旗通过出台《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工作
实施细则》等规范性文件，明确少年宫建设的各项规定、运行
机制、目标任务等具体要求，加快了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步

伐，强化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
辅导员队伍建设是保障乡村学校少年宫良性发展的基

石，是开启孩子们兴趣爱好的“金钥匙”，只有配硬、配强师资
班子，乡村学校少年宫才能深入持久健康发展。我旗多措并
举，通过“对内培养”“对外招聘”等方式，打造了一支政治素
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辅导员队伍。“对内

培养”，就是鼓励、支持本校教师在完成正常教学任务的同
时，兼职本校少年宫辅导员，对于多才多艺、具备少年宫开设
项目才艺的本校教师，为他们创造外出学习、继续深造的条
件和机会，支持他们发挥特长，各展其能，各尽其才，将自身
兴趣爱好变为感染孩子、引导孩子的多彩活动，既满足了孩
子们的多样化需求，又提升了教师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对外

招聘”，就是吸纳志愿服务者、“五老”人员、先进
模范人物、民间艺人等担任兼职辅导员，促进辅导
员队伍来源多元化，努力满足开展各项活动的需
要。

特色活动放异彩

乡村学校少年宫能不能收到成效，关键看是
否真正把活动组织开展好。活动项目设置是乡村
学校少年宫工作的重点，实践中，我旗秉持“一校
一品”的理念，充分挖掘本地资源，突显地域特色，
统筹规划、因地制宜设置“优势项目”，努力打造富
有个性与特色的乡村学校少年宫，以特色带整体，
确保取得实效。

我旗蒙古族学校承担着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
传承的重任，该校乡村学校少年宫结合学校现状，
注重民族特色人才引进工作，聘请了射箭、摔跤、
二胡、古筝、民族舞蹈等专业教师若干名，开设了
蒙古族传统体育、器乐、舞蹈、象棋等多个极具民
族特色的社团活动，培养孩子们对优秀民族文化
的认知、兴趣和爱好。同时，该校还利用双休日和
寒暑假免费开办蒙语培训班，向孩子们及社会各
界群众教授蒙语，促进了民族地区的文化交流和
传承。

白泥井镇中心小学毗邻黄河，孩子们对水有
着特殊的情感。基于此，该校乡村学校少年宫开设
了水拓画美术特色课程，让孩子们在了解水的基
础上，创造美的作品，进而培养孩子们节水护水的
环保意识。经过几年的探索发展，如今，水拓画成
果不只呈现在纸上，而且还变成成品用在了衣服、
鞋子、挎包等物品上。

旗第六小学乡村学校少年宫为了培养孩子们
动手、动脑能力，将传统手艺缝纫和木工引进课

堂，专门设立了缝纫社团和木工社团。现在，缝纫社团的孩子
能够熟练地操作老式缝纫机，还缝制出了桌套、枕套、沙包、
衣服等物品。木工社团的孩子们已掌握了刨子、锯子等工具
的使用方法，能制作盒子、凳子等木工作品。特色活动的开
展，不仅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学会了传统手艺，而且更好地传
承了传统文化。（下转二版）

播 种 希 望 守 望 成 长
——— 我 旗 乡 村 学 校 少 年 宫 建 设 工 作 综 述

本报记者 郭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