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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出版的第3期《求是》杂志将
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全
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激发创
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文章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
创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必须更好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高
质量发展，关系人民生活幸福，关
系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关系国家安
全。

文章指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
不断发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
识产权发展之路，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知识产权法
规制度体系和保护体系不断健全、
保护力度不断加强，全社会尊重和
保护知识产权意识明显提升，对激
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秩
序、扩大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
用。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不
足。

文章指出，当前，我国正在从
知识产权引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
大国转变，知识产权工作正在从追
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我们必须
从国家战略高度和进入新发展阶段
要求出发，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促进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
发展格局。第一，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顶层设计。第二，提高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法治化水平。第三，
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第四，
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制机制改
革。第五，统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
国际合作和竞争。第六，维护知识
产权领域国家安全。

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落实责任，强化知识产权工作相关
协调机制，重视知识产权人才队伍
建设，形成工作合力。各级领导干
部要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增强新形
势下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本
领，推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不
断迈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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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时间，小学部新一年级班级
数从10个增加到26个，初中部新一
年级班级数从6个增加到18个，高中
部各年级班级数从2个增加到8个。
北京亦庄的居民们用脚给身边的人大
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投了信
任票。

在校长王教凯看来，办人民满意
的教育就是办好居民家门口的学校。
5年里，他积极引入人大附中资源，
立足区情校情学情，不断推进教育教
学改革，将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学校办成了一所百姓认可的家门
口的好学校。

处处都是育人场
“会自学无处不课堂，懂教育隔

空育成长。”王教凯认为，疫情对学
校来说，正是一个培养学生养成自主
学习习惯、提高教师超越时空界限育
人能力的时机。

人大附中经开学校在教学中非常
重视学生学习力的培养与提升，要求
教师在平时教学中高度重视激发学生

的内驱力，点燃学生学习的热情，让学生
到哪里都会学习，哪里都可以是课堂。

为了鼓励学生基于真实的学习生活
和社会生活提出感兴趣的问题，培养学
生自主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人大附中
经开学校每年都会举办隆重的“小牛
顿”奖评选活动。

从2020年3月23日开始，常务副
校长韩东带领年级主任和班主任、任课
教师组成导师团，倾听学生和家长的困
惑，给出指导性建议，每次约一个半小
时。在家访过程中教师不断引导学生发
现问题，勇敢面对，同时也会根据每个
学生的问题提供个性化指导，每一份反
馈建议都有几千字。

“我们主张教育不是管教或命令，
而是教师用自己的魅力、风格影响学
生。一个优秀的教师就是一个‘场’，
这个场不受教室或校园的局限，能在潜
移默化中发挥作用。”王教凯说。

打造“三力”校园
受突发疫情影响，已经连续举行3

年的人大附中经开学校元旦晚会今年没

法正常举行。征求了师生意见后，学校
决定把元旦晚会从线下搬到线上，这个
新要求给导演组带来不小的挑战。但导
演组里5名刚入职的新教师还是打了包
票：“保证完成任务。”

为什么全校的活动要让入职不满一
年的新教师来当总导演？人大经开要求
教师成为“魅力教师”，所谓魅力就是
一种包含了亲和力、学习力、表达力、
审美力和共情力、抗逆力、创新力、领
导力、影响力等素质的综合能力。学校
的充分信任和在各种改革项目中的大胆
任用，让教师工作精神头特别足。

“引人入胜的课堂就是最好的课
堂。”王教凯把“魅力教师”的课堂定
义为“引力课堂”。他说，教师在课堂
中真正的主业是引导学生去学，教师要
在一定高度上引领学生，要在具体实践
中为学生引路，还要能引发学生的深度
思考。

依托学校十二年一贯制培养的优
势，学校教研部门对全校课程进行小
学、初中、高中贯通培养的系统构建，
按“兴趣启动、追求完美、合作共赢、遵

循规律、魔力成长和全面发展”的要求，
在课程特色、校内外教育资源整合、师生
能力培养等方面精心设计实施。

在几年的实践中，人大附中经开学
校建构了具有品牌特色的课程，如合
唱、舞蹈、琵琶等艺术类课程，跆拳
道、健美操等体育类课程，中草药探
秘、人工智能等科技类课程。学校充分
发挥十二年一贯制的优势，着眼于学生
的终身发展，将特色品牌课程进行12
年整体建构。这样就打破了学段和年级
之间的壁垒，让孩子的个性发展具有可
持续性和延展性。

立足地处开发区核心地域的优势，
学校还充分发掘博物馆、公园、社区、
高新技术企业等资源，把它们变成宝贵
的课程资源。借助开发区丰富的人文和
企业文化资源，小学部开设了“标本亦
庄”实践性课程，初中、高中则将经开
区高新技术企业作为实践基地。

“我把这套课程体系称为‘魔力课
程’，这是让学生快速成长的魔力所
在。”王教凯说。

（下转第二版）

办百姓认可的家门口好学校
——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教改记

本报记者 施剑松

宁波高校校长登台汇报办学绩效

【新闻·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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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来临之际，浙江省湖州市
长兴县龙山幼儿园联合长兴县交通
管理中心开展“快乐过寒假 安全
记心中”假期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交警与孩子一起认识交通标志、体
验正确佩戴头盔、制定就地过年计
划，寓教于乐帮助孩子们学习交通
安全和疫情防控知识，增强假期安
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图为该幼
儿园的孩子们体验佩戴安全头盔。

谭云俸 姚张晗 摄

快乐过寒假
安全记心中

本报北京 1 月 31 日讯 （记者
高众 欧媚）今天下午，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就人民群众就地过年和春节
期间疫情防控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
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
司司长王登峰出席发布会，就保障留
校过年学生生活、春季学期安排等问
题作了解答。

对于因疫情原因滞留在学校或者
学校周边的学生，王登峰介绍，现在
各地都采取了相应措施，确保他们想
回回得去。另外，对于一些因为考
试、生活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办法返
乡的学生，各地各校也是积极采取措
施，让想留的都能留得住，在确保疫
情防控的前提之下，做好他们在校园
的生活后勤保障工作。

王登峰表示，今年留校过年的学
生跟往年相比几乎翻了两番，教育系
统非常关注留校过年学生。对留校过
年学生的管理和服务，教育部门和高
校要做好3点工作。

一是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包括校
门管理、学校各个场所消毒等疫情防
控要求，倡导学生少聚集，做好个人卫
生和防护。同时，所有高校都要做好
突发疫情的应急处置准备工作。二是
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教育部印发通知
要求高校后勤服务部门在春节期间做
好稳价保供工作，对接收快递和订外
卖都做了详细的安排。学生洗浴、体
育锻炼、学习和活动场所，都要确保安
全。高校对学生在学校期间各方面的

需求也要及时了解和关注。三是做好
春节期间的暖心慰问，不仅要做好留
校学生的疫情防控工作和后勤服务保
障，还要营造欢乐祥和的春节气氛。

对于已回家的学生，王登峰强调
应严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要求，教育
系统要全面掌握每一位师生假期的健
康状况和出行轨迹，并提供相应的防
疫指导。

对于今年寒假结束后能否正常开
学，王登峰表示，教育部目前的要求
还是全面开学、正常开学和安全开
学。考虑到疫情防控的需要和形势的
变化，要同时做好3件事情。

一是教育部已会同国家卫健委启
动修订新版的学校疫情防控技术方
案。现在各学校执行的是秋冬季疫情
防控技术方案，春季学期开学的时候，
各地各校就有了一个新的技术方案。
二是各地各校要随时分析和研判疫情
形势，根据疫情防控形势的发展和变
化，及时调整对春季学期开学的要求和
时间安排。三是各地各校要提前做好
春季学期开学的各项准备工作。准备
工作既包括疫情防控技术、物资和各方
面条件的准备，也包括分析研判当地以
及生源地疫情防控的形势和要求。

“在特殊情况下，可能还需要分
批错峰开学。如果春节过后还有中高
风险地区的话，这些地区的学生可能
就要暂缓返校。”王登峰表示，各地
各校要做好线上线下教学相互衔接的
准备，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开启线
上教学。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发布会，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保障留校过年学生生活
做好春季学期开学准备

沐浴着难得的冬日暖阳，记者乘
车来到位于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的福
州市星语学校。这所学校创办于
2012年，是以自闭症儿童为招生对
象的公立特殊教育学校。近期，星语
学校迎来了一件喜事，该校结束了在
福州盲校8年的过渡期，于2020年9
月正式迁入占地32亩的新校舍。这
群“星星的孩子”也终于有了属于自
己的新家。

星语学校校长杨福原是福州金
山小学教师，随星语学校创办由普
教转入特教。8年时间，杨福边做
边学，从局外人逐渐成了行家，还
入选了教育部特殊教育教学指导专
业委员会委员。8年间，学校累计
培养了220名学生，为220个家庭
点燃希望。

“蒙以养正，和乐共进”是星语
学校建校以来的办学理念，讲求让自
闭症儿童在和乐的氛围中“慢慢来，
微微笑，悄悄变”。按学生家长的话

来说：“这里的每个老师都把学生当
作自己的孩子一般。”8年来，即便
条件有限，星语学校还是想方设法为
孩子们创造有利的成长环境。

漫步新校园，映入眼帘的是错落
有致、布局合理的7栋教学楼。教学
楼内各项功能室设施完善，各种模拟
真实情境的教学场所仿真似真，为生
活化教学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边走边聊间，杨福顺手打开了一
间教室。他告诉记者：“现在的教室
空间够大，我们可以顺利实现分区管
理，细化学习及生活区域，设置专门
供孩子调节情绪的宣泄室。”同行的
语文教师卢荟伦说：“在新校园上课
以来，不少孩子会主动表达学校很漂
亮。宽敞的教室，缤纷的色彩，一应
俱全的设施设备，孩子们入校以后情
绪问题更少、上课状态更好了。”

在进入教学楼的显眼处，该校还
别出心裁地设置了一面笑脸墙，记录
了学生展露笑颜的一瞬间。自闭症儿

童由于存在一定的社交障碍，很难有
开怀大笑的时刻。搬入新校区之后，
这样的美好瞬间增添了不少。杨福
说：“不少家长驻足笑脸墙前，久久
不愿离去，有的家长看着孩子的照片
还感动得落泪。因为，即便身为父母
他们也很少能见到孩子笑得那么天真
可爱，这昭示着一种成长。”

这样用心、用情的创意还有许
多。为了强化自闭症儿童的社会适应
性，也为毕业生提供一个实训点，星
语学校协同校家委会创设了模拟超
市、代币银行等场馆，由家长志愿者
及该校的毕业生负责日常运营，分不
同学段开设相应课程，引导学生掌握
基本的购物、理财等生活常识。这也
是星语学校搬入新校址后着力创设适
应自闭症儿童的课程教学模式，倡导
生态化办学的一条新思路。

学校有3名专职心理健康教师，
开设自闭症健康教育特色校本课程，
并将箱庭游戏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特色

项目，帮助学生建立心理秩序，学习社
会交往、人际互动技能，为自闭症儿童
的康复和行为习惯养成提供了可能性。
该校还充分发掘学生的喜好和优势，量
身定制康复类和潜能类兴趣小组，国
画、儿童画、烘焙……纷繁多样的学生
作品摆满了艺术长廊。

杨福告诉记者，借着福建遴选培育
特殊教育改革试点校和融合教育试点校
的机会，未来，星语学校将朝着集学前
融合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自闭
症研究中心、教师培训中心、特殊教育
资源中心为一体的新型特殊教育学校的
目标迈进，努力成为福州乃至福建教育
的一张新名片。

“寒假期间的疫情防控工作还需更
细致，更用心；学校附设的晨曦融合
幼儿园也即将开园招生了，要做好前
期筹备……”采访结束时，杨福正在
列假期的工作清单，新年肇始，他和
他的星语学校满怀憧憬，要做的事儿
还有很多……

“星星的孩子”搬新家了
本报记者 黄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