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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新疆戈壁腹地的人，没有不
知道“死亡之海”罗布泊的，那里人
迹罕至、一片荒芜。

红柳耀戈壁，家国大情怀。2021
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东华理工大学
教授周义朋，这位地质教育工作者，
离家万里扎根戈壁 15 载，默默耕
耘，只因那地下的战略资源——被誉
为“军工基石，核能粮仓”的铀矿。

从一个人顶一个队伍，到“一群
人的队伍”，现如今，在我国砂岩铀
矿地浸行业，周义朋已是个小有名气
的“腕儿”。他坚守荒漠，突破道道
科技关；他为我国铀矿地浸事业培养
了大批科技人才……

为“核”而来

工作到30岁，2004年再度迈进
东华理工大学读研究生，周义朋就是
为“核”而来的。

作为我国核工业第一所高校，东
华理工大学一直和中国核工业事业紧
紧地连在一起。2006年，因地浸采
铀核能开发项目需要，东华理工大学
急需选派人手赴新疆开展野外试验。

戈壁腹地，一年四季没有降水，
寸草不生，沙暴肆虐，夏季高温炎
热，冬季泼水成冰，自然条件恶劣。

试验人员的生活条件也十分艰
苦：几个人挤在仅几平方米的老旧寝
车里，连生活用水都得从几十公里之
外用水车运来，寝车四处透风，只能用
纸壳和胶带贴封，每遇风沙来袭，车内
便沙尘弥漫，连睡觉都得戴上口罩。

当项目负责人正为人选问题发愁时，
尚在读研究生的周义朋自告奋勇前往。

但由于他本科学的是数学，时任

系主任刘金辉教授还有些犹豫。“没
想到他先后找了我两次，强烈表达了
自己想去科研一线的想法。”刘金辉
教授终于松口了！

初到戈壁滩，周义朋铆足了劲。
野外试验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旦

启动就无法间断：小到试验材料、设
备维修、学生工作和生活保障，大至
工艺设计、资金计划、系统建设、试
验运行、监测调控等细致烦琐的工作
都需要他通盘考虑、亲力亲为。

“他一个人顶一个队伍！”刘金辉

如此评价。
荒漠戈壁的艰苦条件，外人难以

想象。就是矿山的职工，也是连续工
作20天，然后回家休息10天，用他
们的话说，“20天上班期满，在戈壁
滩多待一天就会疯掉”。

东华理工大学的这支科研团队，
却让矿山的职工很吃惊：“几十年
来，很少有科研单位像他们这样拼命
干的。”

为了保证试验全天候连续进行，
周义朋每年要在野外工作9个月以
上，最长连续工作11个月没回一次
家。2010 年，野外试验进入关键
期，学生们因考试和毕业相继返校，
需要五六个人才能正常运转的试验，
一下子只剩他一个人。周义朋硬是和
一位村民苦撑到学生的到来，没有因
为缺人而耽误一天。

戈壁滩上的育人大课堂

从学生成为带队教师。忙成陀螺
的周义朋，总能挤出时间带学生。在
很多人看来，做科研出成果多，带学
生那是捎带手。

周义朋却喜欢来到“小年轻”中
间，带着他们到工厂车间“出诊”，
免费为合作单位、企业指导解决技术
难题。此外，他还经常组织团队的青
年教师和学生，为当地村民和矿山的
青年工程师开展科普培训与义务教
学，哪怕是软件的基础运用，也要面
对面指导，手把手教学。

一开始，周义朋的同事不解：
“这既不是科研项目的工作，也无法
计算教学工作量，为什么要做呢？”

（下转第二版）

扎根戈壁深处的“红柳”
——记东华理工大学教授周义朋

本报记者 徐光明 甘甜 通讯员 朱天星

“周末不用上课，孩子挺高兴的，再说两个
都是她喜欢的兴趣班，天天跟同学约好一起去，
劲头十足。”近日，在安徽省蚌埠市新城实验学
校门口，该校三年级学生家长王双告诉记者，孩
子原来周末有一节英语、一节数学，现在只有游
泳和钢琴，其他的学科辅导都停了。

在蚌埠，很多家长感受到“双减”政策落地
带来的新气象，孩子的校外培训负担减轻了，家
长的教育焦虑也大大减少。

这离不开当地教育部门对“双减”政策的积
极落实。开学前后，蚌埠市县（区）教育主管部
门组成督查组对全市109所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了
督查暗访。9月8日，市教育局又联合宣传、网
信、公安、市场监管、文化和旅游等部门组织召
开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加强校外培训机构广告
整治，进一步推进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常态化。

“督查重点包括疫情防控、合同签订、广告宣
传、信息公示、收费管理、安全保障、教学管理
等方面，最重要的是贯彻国家、省新规定新要求
情况。”蚌埠市教育局职成教科相关负责人说。

不仅是校外培训的负担减轻了，蚌埠市很多
家长对“双减”政策最明显的感受还来自孩子作
息时间的变化。

“原先早上7点半到校，下午4点半放学。
现在改到8点到校，晚上课后服务结束能到6点
多。这样我们上下班就完全能顾上了。”采访
中，一位家长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只要不加
班，下了班就有足够的时间回家准备晚饭再去接
孩子。“再也不用为接送孩子着急忙慌了。”

放学时间延长了，家长不用赶时间，孩子们
也能利用好这段时间丰富课后生活。此前，蚌埠
市教育局在专项部署中就明确，课后服务要实现
两个“全覆盖”，即全市所有中小学“全覆盖”，
所有有课后服务需求的学生“全覆盖”。而且，
课后服务做到每周5天、每天不少于2个小时。

“开学后全市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课后
服务就全部开齐了。”蚌埠市教育局基教科相关
负责人介绍，“双减”政策落地后，蚌埠在强化
课后服务的同时，部分县区还在探索引入第三
方，丰富课后服务种类，提升课后服务质量。比如，禹会区部分学校就引入公益
性质的专业机构，为学生提供课后服务。

“孩子作业基本能在校内写完，回家我们带着读读书，或者运动一会儿就睡
觉。”采访中，蚌山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李丽告诉记者，不光是因为课后服务有
作业辅导项目，更重要的是老师布置的作业少多了，特别是那些抄写类的重复性
作业，数量比之前呈断崖式下降，“孩子回来再也不嚷嚷写得手腕酸疼了”。

更让很多家长高兴的是每课时2元的价格，一学期下来也仅相当于校外培训
班两节课的价钱。“现在要求全部开齐课后服务，以前农村学校条件受限，很多
兴趣班开不起来，现在基本该有的都有了。”采访中，一位乡镇初中的校长说。

校外培训减了，校内服务加了，每条政策都指向消除教育焦虑。除此之外，
蚌埠要求学校将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作为核心任务。具体来说，首先是加大集团化
办学、学区化治理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力度，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其
次是均衡分班，严禁各校分“好差班”“快慢班”，而是要根据学校实际，充分考
虑生源结构、性别构成、教师配置、班额等因素，均衡分班。“最重要的，还是
提升课堂教学质量。”蚌埠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沈亮表示，未来蚌
埠将继续多管齐下，从不同层面全面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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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星）为应对当
前新冠肺炎疫情，福建省委教育工委
全面激活大中小学生心理疏导与危机
干预机制，集聚全省大中小学校近
300条心理支持热线、173个高校网
络心理服务平台、60个中小学心理健
康教育名师工作室等资源平台力量，
做好特殊时期学生心理危机预防与干
预。各地各校积极行动、因地因校开
展心理健康支持服务。目前，莆田市
教育局公布了14条心理援助公益热
线，创设网络辅导服务平台，并制作
心理疏导公益微课；厦门、泉州市教
育局发布心理防护小贴士、居家学习

心理调适指南等引导学生及家长调整
心态，理性应对疫情。

依托福建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和全
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名师工作室的
专业力量，福建省委教育工委迅速组
织并指导福建省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发
展中心开通防疫心理支持热线，为青
少年儿童和家长们提供心理疏导热线
服务。目前，该中心已有100多名专
业心理咨询人员进入轮值，并选派骨
干力量前往莆田仙游指导组建了由90
名心理咨询员组成的团队。针对一些
家长只会用方言交流，该中心还专门
储备了熟悉各地方言的咨询员。

福建：

全面激活学生心理疏导与危机干预机制

本报讯（记者 冯丽）记者从近
日发布的《陕西省人民政府2020年履
行教育职责情况自查自评报告》了解
到，陕西将开展“公参民”学校专项
治理，力争到2022年底基本消除“公
参民”办学模式。

《报告》提出，规范民办义务教育
发展。落实好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审议通过的《陕西省规范民办义务教
育工作方案》，解决民办义务教育在校
生占比过高的问题。开展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办学条件达标情况和规范办学
情况核查，对整改不达标的按规定停
止办学。加强民办义务教育学校财务
行为全流程监管。开展“公参民”学

校专项治理，力争到2022年底基本消
除“公参民”办学模式，2023年底彻
底整改到位。

同时，陕西还将深入推进“双
减”工作。严控作业总量、提高作业
质量，让学生在校内“学足”“学
饱”，让课堂成为实现“双减”目标的
内驱力。把开展课后服务、加强“五
项管理”、完善质量评价结合起来，建
立家校协调机制。扎实开展校外培训
机构专项治理，严格检查办学场所、
办学资质、培训行为。严格开展校外
培训机构重新审核登记，通过多种途
径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数量，积
极做好从业人员再就业指导工作。

陕西：

2022年底基本消除“公参民”办学模式

本报讯 （记者 周仕敏 通讯
员 张华）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广西深化就业领域“放管服”改
革，扩充资源落实岗位，简化优化就
业手续，提升就业指导服务质量，努
力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记者
日前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获悉，
2021届广西高校毕业生30.09万人，

截至8月31日，就业25.48万人，初
次毕业去向落实率84.66%，与去年
同期相比，毕业生增加2.7万人，就
业增加3.2万人，毕业去向落实率增
加3.35个百分点。

为确保就业工作“放”到位，广
西出台专门实施办法，给予基层用人
单位一定的自主权，部分岗位可采取
定向招聘、免试直接考核、降低贫困
县乡镇事业单位开考比例等方式，扩
大招募规模，促进基层就业“降槛扩

面”；指导各地利用“留桂计划”政
策措施有关自主权，结合地方特点和
产业布局，通过挖掘岗位、制定政
策、优化供需精准对接等方式畅通
留桂人才吸纳渠道；出台政策优化
就业手续办理，取消高校毕业生在
区内落户、就业报到、档案转递等
与报到证的关联，用毕业证进行同
效替换。区外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如
需报到证，可享受“网上申请+审核
打印+直达邮递”的一站式服务，毕

业生足不出户，就可以领取到报到
证。

为确保就业工作“管”到位，广西
创建农村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动
态管理数据库，将广西农村家庭经济
困难人口库与全区2021届高校毕业
生数据库进行比对，确定基本库，各高
校据实核定本校人数，完善信息，形成
农村家庭经济困难高校毕业生数据
库，纳入自治区教育部门就业管理系
统进行动态管理。（下转第二版）

广西简化优化就业手续，提升就业指导服务质量

“放管服”改革带动毕业生就好业
关注大学生就业

月圆迎中秋

❶ 9月17日，浙江省长兴县画溪街道长桥中心幼儿
园孩子们和教师一起制作中秋贴纸画“月圆家圆”（无人
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❷ 近日，贵州省黔西市雨朵镇金钥匙幼儿园的老师

和小朋友一起制作中秋月饼。 周训超 摄
❸ 9月16日，江苏省海安市教师发展中心附属小学

海光校区学生在展示自己制作的花灯。
翟慧勇 摄

❶

❸

❷

■走近2021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周义朋（右三）带领学生在新疆开展野外试验。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