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2 63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巴中的部分变化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巴中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面对各种挑战，不忘初心，奋力赶

超。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交通、农村、城市等各个方面发生了空前的历史性改

变。作者从自身学习、生活、工作出发，以亲身经历，以自己的所见所闻，真实地反映

了四十年来巴中在农村、城市、教育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改革开放是历史性的变革，具

有划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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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显德，马骥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巴中  636000） 

巴中，伫立于大巴山系米仓山南麓，川东北氧吧，富硒之地，是一座

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城市。改革开放以来，巴中应

对各种挑战，不忘初心，真抓实干，砥砺前行，变化之大，任何言辞都难

以表达其万一。我作为一名教师，生于斯长于斯，亦亲历了40年来巴中的

发展变化，希望通过本文与大家分享一二。

1 农村的变化

改革开放后，巴中在1981年才逐步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此之

前，每日三餐都没有吃过尽米尽面，必须加红薯、土豆等杂粮，少油的青

菜、萝卜、腌菜、豆瓣等四季相伴。每年青黄不接时，就得向生产队借储

备粮。若要买肉还得有肉票，所以只有逢年过节和有客人时，才会煮肉。

当时农村每户一般只养一头猪，但要交售一半给国家，个别农户养两头，

就交售一头给国家。到83年左右，农户一般养两头猪，少数农户养三头以

上，国家也不规定交售任务了。我家在85年以后，每年养两头猪，89年

后，每年养四头猪，自家留两头，还可卖两头。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经过两三年经营，每家每户都能吃上尽米尽面。餐桌上也越来越丰富，鸡

鸭鱼肉已不算稀罕，逐渐体现出吃在中国，味在四川，烹在巴山。

至于穿，当时我穿的是母亲手纺的棉布做的衣服，一件衣服能穿很多

年，疤重疤，补重补。如果要买布做新衣服，必须用布票，布票每人每年

的供应量很少，几乎没做过新衣服。裤子没有皮带，就用一根布绳子扎

紧。后来，慢慢就有了“的确凉”、“华达呢”、“灯草呢”等机织布上

市。再到后来，衣料品种更是齐全，花色多样，渐渐地就没人买布做衣

服，都是买成品衣服。到现在，新衣服有孔洞都已成为时尚。

改革开放前，农村没有公路。赶集卖菜须在早晨四、五点钟出发，于

现在的江湾城外坐船过河，天亮时赶到肖家巷农贸市场(当时就一个农贸市

场)。如果时间晚了，就赶不上卖菜的黄金时间。改革开放后村道路、社道

路相继出现，现在是户户通公路，进城只要十多分钟。当时的农村没电，

照明用桐油、煤油（农村当时还叫洋油）、火把，有钱的人才买得起手电

筒。再富裕点的人家买收音机，听川剧、京剧、黄梅戏、样板戏等，摇头

晃脑，举手投足，很是气派。若能长途奔跑几十里路去看一场坝坝电影，

便觉得是人生一大幸事。改革开放后，我老家于1989年通电，电灯取代了

煤油灯，电筒取代了火把，收音机、电视机等进入寻常百姓家。现在，各

种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一人用两部手机已司空见惯。

当初的农村加工业全是手工，什么手推木磨、手推石磨、牛推磨、碓

窝、人工碾子、牛拉碾子等。就是把谷物碾压磨碎后，用风车、筛子、簸

箕筛糠去壳。现在几乎家家有打米机、磨面机、粉碎机、打谷机等。

以前的农村交通运输业就是肩挑背扛。现在很多家庭都配上了摩托

车、电瓶车、三轮车，部分家庭还有了小轿车及大小货车。

当初的农村种植业全靠手工，纯属刀耕火种时代。水稻是我们的主要

农作物，男子到十四五岁时就必须学习耕田耙地、栽秧打谷等农活。后

来，先后出现了手动打谷机、机动打谷机、插秧机、收割机等。当初栽秧

收水，靠天吃饭，低处还可人工用簸箕舀水，高处的高塝望天田，纯粹靠

天收水，靠天灌溉。后来，各村都有大小塘库若干，每年收水有渠道，有

抽水机，栽秧面积扩大近百分之三十。当初农产品产量很低，没化肥，用

农家肥，水稻亩产四五百斤。现在水稻亩产千多斤，全用化肥，且品种多

样。 

现在，农村新居建设已接近尾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套齐

全，每村实现“五通、五化、六有”。“五通”即通路、通电、通水、通

电视和通讯，部分乡村已通天然气；“五化”即硬化、绿化、亮化、净

化、美化；“六有”即有活动广场、有购物中心、有卫生室、有文化活动

中心、有便民服务中心、有垃圾收运点。

目前，农村产业化建设初具规模。已建成巴州区巾字村、恩阳区罐子

沟村、平昌驷马水乡等农业主题观光园20余处，每逢节假，观光园游客络

绎不绝。且生态观光农业、休闲体验农业、康养度假产业的发展势头依然

强劲。近年来，“巴食巴适”，“巴中云顶茶”等区域公用品牌驰名省内

外，进入北上广。通江银耳、巴山土鸡、南江黄羊、青峪土猪等巴山特产

也深受大众好评。

2 城市的变化

改革开放前，巴中城区不足一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不足4万，巴二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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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人。大佛寺，廊桥飞架；柳津桥，杨柳依依；白马井，绿水悠悠；大沙

坝，全变城区。俨然江南水乡，西南形胜。

巴中的文化娱乐、旅游服务业更有特色。中国第二大碑林----阴灵山

碑林、南龛公园、光雾山、诺水河、王坪烈士陵园、佛头山森林公园、水

宁寺摩崖造像、玉佛水库、恩阳古镇是巴中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城区的南

龛公园集动物园、游乐园与摩崖造像、历史博物馆、张思训观天台等历史

文化景点于一体；将帅碑林再现了红四方面军的光辉历程，展现了老区人

民为新中国的诞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正在建设的巴国文化产业园

可再现古巴城的九井十八街。南龛公园、将帅碑林、文化产业园，共占地

近二十平方公里。向西去，圣水洞、西龛寺古朴典雅。岑参、骆宾王、李

白等文人的墨宝多在南龛与西龛两处。西华山巴山新居展现了生态农业的

蓬勃生机。回风亭，民国建修。莲花山自然生态林步步皆景。巴河廊桥如

清明上河图一样绘制都市生活的集景。王望山既是王蒙升仙处，又是章怀

太子北望地。北龛寺，乃南北朝石窟，栩栩如生。苏山坪，十里桃花传

情。插旗山，桓侯扎兵。白塔山，塔寺相邻，李白慨然曰“登高行乐处，

只在古巴州”；董修武墓，翠柏森森；晏阳初墓，世界名人，眺望巴城盼

兴盛。难以细数，巴城四十八景。

李刚任巴中市委书记后，突出规模经营和连片开发，城市规划格局发

生重大变化。现任市委书记罗增斌也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充分发挥城市规划引领作用，不断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努

力为广大市民创造更加优美、舒适、和谐的人居环境。巴城的建设在党的

领导下，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在迈向更高的台阶！

3 教育的变化

在我小时侯，没有幼儿园，直接到十里外的村上读五年制小学。学

校，就是几间土墙房，木制黑板，石头桌子。每天上学都得步行，夏天穿

草鞋，有时候打光脚板，有钱人才穿得起塑料凉鞋，冬天穿母亲做的布鞋

或棉鞋。那时没水鞋，雨天就穿黄胶鞋，如雨下得太大，就把鞋装在书包

里，到了学校再穿。学校只开语文、数学两门课，没有教辅资料，学费还

不到一元钱，却有近10％的人读不起书，近30％的人小学没毕业。

那时候，每天上学出门时，就肩挎一个撮箕，在上学的路上，边走边

捡肥（狗屎、牛屎等），到了学校交给老师，按重量登记。期末，老师把

肥料卖了，就按量给钱。记得有一学期，把学费钱减开，我还剩几毛钱。

当时每个学校都有生产试验田，每个师生都参加生产劳动，人人争先恐

后，干得热火朝天。每到大战“红五月”时，学校都要组织我们，自带镰

刀，给生产队割麦子，生产队就安排每个农户供几个同学的午饭。每到假

期，生产队还安排我们 “童子军”去捡麦穗、扯苕草、捡肥等。

小学毕业后，我到了二十多里外的乡上读初中。档次提高了，第一印

是烂泥路，一中院墙外是农田，小河巷到老观桥是菜蔬社，雍景湾是河滩

地，蓝湾国际是桑园坝。改革开放后，巴中城区面积不断扩大。1986年，

修建吊桥，开发江北新区。2013年麻柳湾大桥建成，吊桥退役。1986年，

修建三号桥、柳津桥。1987年，修建大佛寺桥。1989年，修建后河桥并加

固一号桥。1993年巴中撤县建市，巴中城区面积近七平方公里。1995年修

建五号桥，开发南坝。1996年，开发通佛路至回风片区。1997年开发后河

片区。2006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确定巴中兴文经济开发区为省

级重点开发区，面积约80平方公里，可建设用地45平方公里。2012年，回

风大桥建成通车。2012年，四川省重点工程，占地近20平方公里的中国西

部物流园区——盘兴物流园区动工开建。目前，集商贸、物流、汽车于一

体的物流园区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至此，巴中城区面积达两百多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60多万人。

城市在发展，交通也在发展。修建北环线、南环线。2011年广达铁路

通车。目前八条高速公路业已建成。恩阳飞机场2018年底也将建成试飞。

四十余座桥梁形态各异，30余条隧道在巴中城郊纵横交错。巴中进入了西

安、成都、重庆三小时经济圈，与广元、南充、达州车程均在一小时左

右，建成到市内区县半小时交通圈。不久后，巴中将形成“米”字形高速

公路、“十”字形铁路、有通航机场的立体交通网络，成为四川北上东进

的便捷通道和经济走廊。从此山不再高，路不再遥远。

城市在发展，工业也稳步跟进。泰美克晶体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

从事石英晶片加工生产的合资企业，具备年产石英晶片12亿片以上的生产

能力。在众多选择中，急需扩大产能的泰美克公司最终选择与巴中“牵

手”。近年来，招商引资到位资金累计达到1000多亿元。

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带来文化的大繁荣。“巴人文化艺术节”、“环中

赛”、“自博会”、“全国文明城市”、“中国十大发展型魅力城市”、

“中国十佳最具投资营商价值城市”等多项荣耀加冕。基础不断夯实，质

量不断提升，形成了完备的产业体系、坚实的承载空间、强大的合作市

场，成为投资、创业、居家的“强力磁场”。如今，从巴中经开区到平昌

星光工业园和南江东榆工业园，从羽玺电子科技到意科碳素……一个个迈

步中高端的工业项目在巴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巴中产”迈向“巴中

造”。

城市在发展，住房建设也在推进。老式住房多为五层，逐渐加到九

层，没有电梯，一百多户的住宅区就算大小区。现在，楼层逐渐增高，达

三十多层。大点的小区有上万住户。如蓝湾国际、丽景天城、半山逸城、

观澜上域、丰泽园、中交王府景、江湾城等。小区功能、配套设施越来越

健全，俨然城中城。

巴城的环境治理成效显著。烂泥塘、臭水沟已成历史。过去的巴河，

杂草丛生，滩险流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如今，科学治理河道，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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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是有电灯了。离家太远，只能住校，睡的是通铺（教室大的房间，中间

是过道，两边是三边靠墙的大铺），二十多个同学睡一个铺，阴暗潮湿，

虼蚤乱跳，虱子乱跑，疥疮此起彼伏。没有开水房，没有澡堂，没有食

堂，只有蒸饭房。每周背几斤米，几斤红苕、土豆等，一罐子炒泡菜或腌

菜，就构成了我们一周的生活所有。

上了高中，档次又升了。巴一中是最好的高中学校，有实验大楼，有

足球场，有图书馆等。睡的是双层单人床，有开水房，有澡堂，但还是受

到蟑螂、臭虫的骚扰。三餐也变样了，直接把大米交到学生食堂，换成饭

票打饭，食堂卖炒菜、蒸菜、汤菜，只需给钱吃饭。现在，农村初中、小

学都有了免费的营养餐。

1986年国家开始实施义务教育；2006年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2008年，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全部免除。教育不断改革，教育设

施和师资力量的不断完善使得巴中的教育事业高速发展。那时候，巴中只

有一中、二中、五中三所高中，每年升一本不足百人，二本不足两百人。

现在，巴城有十所高中，近几年来，仅巴中城区每年升一本就有七百多

人，二本两千五百人以上。那时候，中职学校就巴中师范、农校、粮校、

卫校四所。改革开放后，巴中职中、巴中电子技术学校、巴中水电学校等

中职学校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2000年后达到三十多所。那时候，巴中

没大学，2013年巴中终于有了第一所大学——巴中职业技术学院。

4 结语

四十年时光如白驹过隙。四十年前，赤脚上学时，根本没想到会有今

天。五千年的沧海桑田不如四十年的重生涅槃。天兮？时兮？人兮？只能

说，不似春光，胜似春光，新城黄花分外香。

以上仅反映了巴中在农村、城市、教育三方面的变化，在其它方面的

变化同样巨大。巴中的变化是全国的缩影，改革开放是历史性的变革，在

世界史上都是空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家乡能有今天，离不开党的领

导；要实现中国梦，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指导下，继往开来，巴中的明天定会更加辉

煌。

民办高校教育质量管理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让我国对人才需求越来越大，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场

所之一，民办高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但是在大量人才需求背景下，人才质量

要求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这也让当前民办高校的教学质量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如何

提升民办高校教学质量成为了关键。为了找寻民办高校教学质量管理对策，本文结合我

国民办高校教育质量管理现状，从教学经费、师资力量、教学质量这三方面出发，分析

了我国民办高校教育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如民办高校经费不足、师资资源管理不

当、外部监督体系匮乏等，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与对策，希望能以此来帮助我国

民办高校更好的进行教育质量管理，并进一步提升民办高校的教育质量。 

关键词：民办高校；教育质量；管理对策

1 引言

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与进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加快，社会经

济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导致社会对各方面人才的需求随之增加，为民办

高校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而教学质量对民办高校人才培养有着决定性作

用，并且也是其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如何提升教育质量和加强

教育质量管理现已成为国内民办高校关注的重点。然而进一步分析后可

以发现，随着民办高校数量的不断增多，一些民办高校的教学质量管理

中却存在一定问题，对人才培养效果产生了影响，这种培养范式不仅影

响了高校自身发展，对该校学生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等方面也产生了影

响，因此本文对民办高校教学质量管理现状、问题及对策进行了分析与

讨论，在将其存在的问题找出后，根据我国社会需求和民办高校发展情

况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方案对策，期望可以为民办高校保证教学质量提

供一定参考。

2 相关概念简述

2.1 民办高校

民办高校指的是由非政府单位组织或个人，根据高校建立标准建立

的一类民办教育机构。从概念方面出发可知，民办高校主要包含如下三

方面性质：第一，民办高校是由非政府单位组织或个人建立的；第二，

民办高校的建立资金是来源于民间，并非是财政性教育资金；第三，民

办高校都是根据高校标准建立的，其从事的是高等教育，与培训机构存

在性质上的不同。

何炳全，赵韬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四川巴中  6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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