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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胡欣 王鲁斌 通讯
员 宋祺圆）“2025年，高铁新区校区计划
招生18个班约900人，目前在校生共计约
1800人。”7月17日，聊城一中高铁新区校
区负责人介绍。

聊城一中高铁新区校区是2023年聊
城市十大重点民生项目之一，紧邻西关街
主干道，交通便利，总占地面积约166亩，
总建筑面积约12.7万平方米，可容纳60个
教学班、3000多名学生。该校区由聊城一
中统一管理、统一师资调配、统一招生录
取，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2023年8月
22日第一批新生入学以来，学校以丰富多
彩的德育活动、严谨踏实的教学态度、多

元特色的评价体系、智能先进的硬件设
施，满足了群众对优质高中教育资源的迫
切需求。

近年来，高铁新区将高站位布局教
育资源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战略，加大
优质教育资源引入力度，着力打造高品
质教育生态，在满足居民对优质教育资
源需求的同时，有效增强土地市场吸引
力，为区域经济发展和功能完善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

在推动教育资源落地方面，高铁新
区积极推动聊城优质学校入驻，借助名
校品牌优势、教育资源及成熟办学经
验，全面强化区内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

师资队伍建设，全面提升教育质量。近
年来，聊城一中、聊城颐中外国语教育
集团、聊城文轩中学教育集团等优质教
育资源先后入驻，为推动高铁新区高水
平服务民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高铁新区基础教育配套项目位于高
铁新区核心区中心区域，是由幼儿园、
小学、初中组成的教学组团。2022 年 8
月 30 日，高铁新区教育项目合作签约活
动暨基础教育配套项目初中部交付使用
仪式举行，初中部由聊城文轩中学教育
集团西校区运营教学，目前三个年级
均已实现满额招生；小学部 2023 年 9 月
1 日由聊城颐中外国语学校高铁校区运

营教学，目前一、二年级已正常开展教
学；幼儿园完成全部建设内容，正与运
营单位聊城市实验幼儿园沟通教学、管
理等工作。

目前，高铁新区已形成聊城一中教育
品牌引领下的“幼、小、初、高”四级联动办
学的公立教育发展格局。与此同时，原有
的东方教育集团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
资源配置不断完善，使片区教育呈现出

“质优量足、多元互补”的良好发展态势。
随着各学段教育资源的协同发展，高铁新
区正加速成为主城区西部教育新高地，为
区域人才培养与城市功能升级注入持续
动能。

高站位布局教育资源，高铁新区——

加速构建主城区西部教育新高地

■ 本报记者 白文斌 李泽丰

今年以来，中通客车业务表现强
劲，国内外订单持续不断。连日来，为按
时交付订单，工人们战高温、斗酷暑，坚
守在生产一线。在这份坚守背后，一场
送清凉行动，正将关怀与支持送达生产
一线。

7月16日，记者在中通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车间内看到，一块块晶莹的冰块，
在叉车的托举下，缓缓运入装配车间，稳
稳地放到指定位置。

与冰块带来的丝丝凉意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车间内热火朝天的生产场

景。面对密集的订单交付任务，工人们
争分夺秒，确保每一辆客车都能准时下
线。然而，持续的高温天气，给这份坚
守带来了严峻考验。“订单就是命令，交
付就是责任。但高温天气作业，体力消
耗特别大，一会儿就汗流浃背。”干活间
隙，张振东抹了把额头的汗珠，将手贴
在冰块的表面，“有冰和没冰室温相差
好几摄氏度，干完活摸一摸，胳膊凉快
了，心里也畅快，手上更有劲儿了。”在
他身后，工友们取用冰镇绿豆水、雪糕
的场景，已成为高温下该企业车间内独
特的风景。

这些降温利器背后，是一场工会主

导的“清凉保卫战”。公司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赵洪清告诉记者：“近期，高温
天气频繁，我们坚持精准送清凉，将雪
糕、藿香正气水、即食补品送到一线工人
手中，既防暑又提士气。”数据显示，6月
份以来，该公司投入防暑物资价值逾70
万元，发放即食营养品价值30 余万元，
开展“送清凉”活动十余次，将冰块、遮阳
伞等实用物资源源不断输送至生产一
线。

关怀的温度，更在于听见每个声音
的“回响”。为打通诉求通道，该公司工
会创新推出“码上办”二维码。“扫码提
建议，可通过微信直达工会。”赵洪清向

记者展示着手机端的便捷反馈系统。
同时，工会工作人员主动下沉调研，今
年上半年，96 项职工关切实现 100%响
应闭环。

冰块融化在车间角落，“一家人，一
条心，一起干，一定成”的企业文化越发
坚实。员工幸福感转化为生产力跃升：
今年上半年，中通客车经济效益创历史
新高。企业对人的关怀，正如流水线上
稳健前行的客车骨架，构筑起高质量发
展的核心支撑。赵洪清表示，该公司工
会将进一步创新关爱形式，为职工创新

“撑伞搭台”。

车间里的降温“凉”方

本报讯（记者 谢榕）“家里通了直饮水，打开水龙头就能直接喝
上安全、新鲜的高品质水，真是太方便了。”7月18日上午，东昌府区陈
庄小区居民王大姐满意地说。

据了解，这是聊城水务集团为持续提高居民生活品质、满足群
众对生活饮用水的差异化需求，联合相关企业打造的高品质管道直
饮水项目，为我市首个小区入户直饮水项目，实现了从“富锶弱碱矿
泉自来水”到“泉水直饮入户”的转变，进一步提升了市民的幸福指
数。

走进位于该小区的直饮水工作站，制水全流程清晰可见。技术
人员介绍，供水水源为东阿水源地的优质岩溶水，水处理系统采用

“预处理+膜分离+双重杀菌”核心工艺，历经石英砂过滤、活性炭吸
附、软化过滤等预处理后，由纳滤膜深度净化，可保留钙、镁等对人
体有益的矿物质；再经臭氧与过流式紫外线联合强力杀菌，实现无
菌化处理，最终经食品级不锈钢管道直通用户家中。为确保水质的
新鲜与安全，管网创新采用封闭式全循环设计。净水24小时动态回
流至阳光机房，通过紫外杀菌器和精滤器进行二次净化处理。这种
透明可视化的流程设计，也让居民对“放心水”的生产过程一目了
然。

作为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水务集团以国企担当践行社会
责任，从前期管网规划、施工建设到系统智能管控，全程秉持“保障饮
水安全、提升饮水品质”的理念，通过水质即时监测、设备定期维保、
全流程闭环管理，将“安全守底、品质立标”贯穿每一个环节，确保居
民安全用水、安心用水。该项目负责人表示，将以此为试点，总结经
验、优化方案，逐步向全市推广，让更多市民享受到“打开龙头就直
饮”的高品质饮水服务。

我市首个小区入户直饮水
项目落地

近日，为应对持续高
温天气，市住房城乡建设
局严格落实高温劳动保
护措施，督促各施工企业
科学调整作业时间，避开
高温时段，并为工人提供
充足防暑物资。图为 7
月 18 日，开发区财信君
澜项目参建单位向建筑
工人发放藿香正气水等
消暑物品，保障一线劳动
者健康安全。

■ 孙文辉

■ 本 报 记 者 吕晓磊
本报通讯员 程源

从在运河岸边围坐聆听“戴湾闸”的
千年规制故事，到在模拟法庭上少年“审
判长”敲响法槌；从在剪纸艺术中学习法
治符号，到在特警训练营里喊出“我要保
护大家”的誓言……在临清市，一场场别
开生面的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正悄然展
开。依托“运河思政 临清印迹”系列行
动，临清市通过将法治教育与地方文化、
社会实践深度融合，探索出一条“行走的
法治思政课”新路径，让法律知识从课本
条文变为孩子们可感、可触、可践行的生
活指南。

在“精准式”普法中知法

“孙悟空大闹天宫被压五指山下，就
像现实中因触犯法律而受到惩罚的人。”
今年初，逸夫实验小学的课堂上，“大白哥
哥”团队的李咏琪为学生们讲《西游记》，
话音刚落，孩子们的小手齐刷刷举起——

“那遇到校园欺凌怎么办？”“在网上骂同
学违法吗？”

这堂别开生面的“开学第一课”，是
临清法治教育创新的缩影。在戴湾镇中
心小学，AI技术让学生们“穿越”到古代，
探究家乡“戴湾闸”的水利管理规则——
明清时期，这座运河水闸靠严苛规则保
障航运畅通。“古人治水靠规矩，今天社
会靠法律，道理是一样的。”法治老师的
解读，让孩子们恍然大悟。

为打造高质量的“开学法治第一课”，
让法律“听得懂”，临清市委政法委联合法
院、检察院、公安等部门，组织法学专家、
校长代表一起为“开学法治第一课”出谋
划策：“要让法治教育兼具地方特色与时
代气息，让孩子听得懂、记得住、传得开。”
在德法双重滋养下，一颗颗法治种子悄然
萌芽。

在“体验式”教学中懂法

“开学第一课”播下的种子，需要全学
期的实践浇灌。

“赔偿不只是赔钱，更是承认错误。”
在模拟法庭上体验了“审判长”角色后，大
辛庄中学初二学生王浩宇感慨地说，这场
沉浸式体验，让抽象的“责任”二字变得具

体可感。
明德中学“德法学社”的学生们走进

临清市人民检察院，跟着检察官整理案
卷、讨论案情；京华小学的“运河小检察
官”们穿上定制制服，在法学专家的指导
下，模拟分析未成年人案件；京华中学的
操场上，特警实战演练让孩子们沸腾；实
验高中的学生们则带着课题走访运河商
埠，在他们撰写的《运河商埠法治密码研
究报告》里，古运河的规制智慧与现代法
治精神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

为了更好地守护“少年的你”，临清市
人民法院刑庭干警在临清工业学校校园
安全先议办公室设置法润青禾解忧站，从

“大水漫灌”的讲座到“精准滴灌”的一对
一答疑，在校园这片青春的田野上，每一
株“青禾”都承载着未来的希望。

在“接力式”护航中守法

暑期来临，法治教育也未按下暂停
键。

上学期末，明德中学报告厅里，民警
张楠的安全课直击痛点。“遇到侵害要记
住‘冷静逃脱、及时求助、留存证据’。”张

楠结合真实案例，教孩子们识别性侵风
险、应对校园欺凌，台下学生的笔记本上
记满了“自保口诀”。

暑假前夕，临清市司法局的“法治轻
骑兵”已行动起来，16个镇街司法所深入
校园、社区，发放《暑期法治安全提示》，防
溺水、防诈骗、防网络沉迷等知识随二维
码“一键可达”；烟店镇的“沉浸式”演练
中，孩子们在泳池边学习自救；戴湾镇的

“政法+妇联”志愿者们，陪着留守儿童画
“安全漫画”……

更令人欣喜的是青少年角色的转变。
“德法雏鹰·青春共治”项目启动后，在大学
生志愿者带领下，孩子们围绕“未成年人安
全”开展调研，提出的“增设河边救生箱”

“社区安全小喇叭”等建议被纳入镇街治理
方案。参与调研的学生李雨桐直言：“我们
不再只是被保护者，也能守护别人。”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从一粒种
子到一棵树，临清市以创新“法治+”模式
破题，构建起贯穿全年的青少年法治教育
体系，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理解法律
内涵、培养法治意识，成长为知法、懂法、
守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用法治精神浸润成长之路
——临清市探索青少年法治教育新路径

7月18日，东阿阿胶城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漫步景区街道，感
受千年阿胶文化的深邃内涵。

占地面积200亩的东阿阿胶城，集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非遗展
示于一体，定期开展阿胶文化演绎、中医坐诊、膏方体验、民族文化等
体验项目，文化业态丰富，致力于打造养生体验之城、非遗文化之城。

■ 本报记者 商景豪

暑期防溺水，是天大的事。连日来，全国各地使出浑身解数，人
防技防齐上阵，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在防患于未然上做足“加
法”。

聊城也不例外：警方加大巡护力度，无人机“空中执勤”与地面警
力协同作战，织密安全防护网；在重点水域布设智能防溺水监测系
统，推动预警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转变；“五老”志愿者等各类
志愿队伍更是群策群力，动态巡逻与宣传教育双管齐下，共同构筑起
坚实的防溺水安全防线……

在做好这些“加法”的同时，更需抓住关键。笔者走访了解到，业
内人士普遍认为，暑期防溺水，重在源头治理，重中之重是进一步压
实家长的监护责任。

家庭是防溺水的第一道防线。作为孩子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家
长应切实履行好监护职责。过往的痛心案例一再敲响警钟：不少儿
童溺水悲剧，根源就在于家长的疏于看护。监护人带孩子外出，务
必保持“一臂距离”，尤其要避免沉迷手机等分心行为。民法典、未
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更是从法律层面明确规定了监护人的责
任——家长必须为孩子创造安全的生活环境。尤其在暑假，千万不
能让孩子独自留在河边、水库边等危险区域。否则，一旦悲剧发生，
家长不仅会承受巨大的情感痛苦，也难逃相应的法律责任。

值得肯定的是，许多学校在暑期《致家长的一封信》中，清晰界定
了家长的监护责任，这至关重要。防溺水宣传，不仅是面向孩子的安
全教育，更应是面向家长的普法教育。让家长深刻认识到自身行为
的边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才能有效避免更多悲剧。

一些基本的家长监护要点必须牢记：教育孩子严守防溺水“六不
准”原则；落实孩子动态的“四知”原则（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
时）；以身作则，做好日常安全防护。外出时，尤其要避免带孩子涉足
野外危险水域。

防溺水的核心密码，就是“责任”二字。家长多一分细心，孩子就
多一重保障。千方百计压紧压实家长的监护责任，正是当前我们最
需要做好的那道关键“加法”。

做好暑期防溺水的关键“加法”
■ 赵宗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