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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突破瓶颈到成功突围，从有星
启明到星火燎原，探索出区域均衡发
展之路，实现集优发展模式区域全覆
盖，老城区呈现新气象。长春市二道
区通过践行集优化办学模式，运用系
统思维、动态思维、生态思维，探索
减负增效新举措，从而优质高效地推
动了民生工程落实。

集优发展聚焦难点，向学
校全系统发展要质量

一是教育顶层设计直指质量。二
道区政府部门始终坚持教育是最大的
民生，抢抓基层首创机遇，谋划改革
升级突围路径，树立集优、集约、集
成创新的“212+”大教育观，做到均
衡布局更优、发展措施更明、管理办
法更细、实施路径更多、评价机制更
好、经费保障更足。政府部门每年投
入质量提升经费近千万元，教育优先
发展，创设了共建、共享、共生模式
下学校错位发展、区域高质量发展的
教育生态。

二是教师常态流动直指质量。制
定 《二道区教师交流指导意见及交通
等 补 助 分 配 方 案》， 通 过 “ 强 师 计

划”、“区用校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等方式，年度招聘教师百余人；从优
质学校到普通学校年度交流轮岗教师
百余人，骨干占比达 20%以上，教师
交流补助年度投入近 40 万元，充分激
发教师轮岗交流积极性。依托青蓝工
程、朝阳工程提高教师业务能力，努
力实现教师由配全配足向配强配优提
档升级，为学校质量提升提供了根本
性保障。

三是集成优质元素直指质量。聚
焦区域优质均衡发展，聚焦学校集群
集优发展，在“212”上做加法，打出
质量提升组合拳。成立中国教育学会

“十三五”教改实验区，与东北师范大
学构建 UGS 合作共同体，与清华大学

专家团队合作实施综合素质发展提升
项目，购买外教、书法进校园项目，
成立新教育发展共同体，以外来和内
生教育力量的同频共振，以供给和需
求的精准匹配，推动普通学校快速发
展，加速高位对标专业引领的优质均
衡发展步伐。

质量提升瞄准重点，向学
生全过程发展要质量

一是抓牢课程课堂两个核心要
素。坚持“五育并举”，探索智慧教
育，深入研究学校、课程、课堂、评
价等教育维度，创新开发 STEAM 项
目、创客教育、全教育大阅读、智慧

农耕等特色课程；深化“三元课堂”
教学改革，在项目式学习、共同体学
习路径上下功夫，在培养学生核心素
养、提高课堂效率上做功课，在打造
学科教学名师、学科精品课程上求长
效，先后涌现出“先学后教三四二”

“五 Y 高效课堂”“优选学科分层教
学”等减负增效教学模式，让学生在
课堂上学足学好，推动区域教育向更
高质量、更高品质迈进。

二是抓牢空中课堂线上资源服
务。开发“幸福二道空中课堂”项
目，遴选 200 余名省市区骨干教师，
通过实时直播、录播的方式，为域内
学生，特别是农村学生免费提供思政
课、特色课、文化课等名师课堂，力

争实现课堂云端化、课程集优化、制
作匠心化、资源普惠化。目前已上线
专题课程 661 节，在线学习超过 15 万
人次，单节观看量达 2100 余人次，公
益普惠、量身制作的优质课程资源，
让不同发展水平的学生学懂学通有了
更深层次的保障。

三是抓牢关键领域项目改革创
新。思政改革发挥试点区、试点校
先 行 示 范 引 领 作 用 ， 实 施 思 政

“1345”改革创新工程，开发思政教
育读本，试点学校成立刘英俊英雄
精神研究会，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
高 度 肯 定 ； 劳 动 教 育 “1234” 二 道
模式呈现多点开花布局，校内外两
级课程体系、劳动“234 评价”等三
项制度、课程资源整合等四个维度
有效构建；分级阅读项目构建阅读
监 测 体 系 ， 高 效 推 进 阅 读 教 学 实
践，整体提高师生综合素养和教育
教学质量。

减负增效疏堵结合，向学
校全生态发展要质量

一是在保障机制上下功夫。履行
属地主体责任，构建政府部门高位统

筹、教育部门牵头协调、各部门凝聚
合力的工作领导机制，并把“双减”
工作作为全区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事
项，纳入政府部门对各部门年度重点
工作目标考核。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
作用，构建区校两级日报、周报、月
报、“双月简报”常态报送机制，开展
联合视导评估，狠抓作业管理效能监
测和“双减”工作落实。

二是在规范行为上下功夫。二道
区基于“课堂内容设计双规范、作业
数量质量双规范、睡眠数量质量双规
范、考试次数命题双规范”，出台了作
业、考试管理等 9 项制度，从学校端
多措并举主动作为，切实减轻学生负
担；建立了实地调研、电话询访、调
查问卷、公开举报电话四重监督保障
机制，从家长端动态掌握实际效果。
双向发力，确保教要教好、学要学
好、玩要玩好、考要考好。

三是在评价反馈上下功夫。长
春 基 础 教 育 质 量 监 测 已 连 续 进 行 9
年，其监测指标具有规范性和科学
性 ， 监 测 结 果 具 有 权 威 性 和 导 向
性，是当前运用大数据科学评价基
础 教 育 质 量 的 重 要 支 撑 。 几 年 来 ，
二 道 区 总 体 监 测 结 果 居 全 市 前 列 ，
关键密钥是始终把长春基础教育质
量监测作为推动学校内涵发展、调
整改进教育政策、提高育人质量的
重要引擎，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质
量观、评价观，全方位培育考量学
生核心素养，真正构建起德智体美
劳“五育并举”的育人体系。

（张海 李思维）

长春市二道区

生态思维减负增效 集优发展质量提升

·广告·

幼小科学衔接课堂掠影幼小科学衔接课堂掠影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对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对学生进行个性化辅导

根据 《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
有关规定及 《国家新闻出版署关于
开展2021年度新闻记者证核验工作
的通知》 要求，中国教育报对持有
新闻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了严格
核查，现将通过年度核验的新闻记
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周飞、张圣华、蔡继乐、储召生、
余冠仕、杨晨光、高毅哲、张东、董鲁
皖龙、焦以璇、刘博智、禹跃昆、魏海
政、张贵勇、张树伟、张春铭、张劲松、
张学军、修伯明、马思援、赵秀红、汪
瑞林、钟伟、李丹、翟帆、纪秀君、李小
伟、苏令、王强、余闯、杨彬、杨桂青、

王珺、李萍、梁杰、却咏梅、郜云雁、俞
水、易鑫、王友文、时晓玲、张以瑾、高
靓、张晨、张婷、唐琪、李澈

特此公示。
公示时间：2022年2月19日—

2022年2月25日
公示期内对上述名单有异议者

可进行监督举报：
中国教育报：
010-82296600
国家新闻出版署：
010-83138953

中国教育报
2022年2月19日

中国教育报新闻记者证
2021年度核验人员公示

2 月 14 日，再过一日就是元宵佳
节，安徽省金寨县希望小学前任校长
孙用奇正沉浸在欢乐喜庆的气氛中，
忽然接到江苏省昆山市周火生希望工
程志愿者协会会长吴卫林的电话：“周
老师去世了。”

一时间，震惊、怀疑、悲伤涌上心头。
1995年，周火生第一次走进大别山捐资
助学，是孙用奇陪同；2018年，周火生第
100次走进大别山，还是孙用奇陪同。于
孙用奇而言，逝去的是相识多年的挚友；
于金寨县南溪镇的希望小学而言，逝去
的是心怀大爱的慈善家；于受助学生而
言，逝去的是循循善诱的亲人。

把希望工程作为余生的
生命工程

一本书，6折到7.5折买进，8折卖
出，利润往往只有几毛钱，攒到 50 万
元得多久？

24 年！这是江苏省昆山市千灯中
心小学退休教师周火生的答案。

这些年，他先后骑坏了 5 辆三轮
车，卖了数十万本图书，加上省下的
伙食费，辛苦攒了近 50 万元。这些
钱，他自己舍不得花，却毫不心疼地
捐给安徽省金寨县希望小学。

1934 年出生的周火生，从昆山
乡村简易师范毕业后一直坚守在乡村
教育一线。1994 年，退休前一年，
周火生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安
徽省金寨县希望小学捐款 1000 元。
同年 9 月，他荣获“有突出贡献的优
秀教育工作者”称号，获得 3000 元
奖金，又全数捐出。

“那时一个学生一学期学费才 20
元，3000元不是个小数目。”因数额
较大，孙用奇印象十分深刻。令孙用
奇没想到的是，与普通捐赠者不同，
第二年春天，刚刚退休的周火生不辞
劳苦地来到南溪镇，走访了几所小
学，调查了几十户贫困学龄儿童家
庭。

“两层小土楼，一间小小的教室里
挤着 70 多名学生，课桌就是一块板
子，板凳高高低低⋯⋯”周火生惊讶地

发现，这里的儿童失学率竟高达 20%
至30%。

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难过，我
要把希望工程作为余生的生命工程！

24年的义卖，100次的
奔赴

周火生退休金不过百元，仅靠这
点微薄薪水想要帮助更多孩子上学，
显然有点力不从心。怎么办？不如从苏
州、上海图书批发市场进书，然后进行
义卖。

在昆山街头巷尾、校园、企业，人
们总能看到一个消瘦的老人胸前挂着
一捆书，背上背着一捆书，两手各拎一
捆书走乡串镇。他不会骑自行车，又不
舍得花钱乘车，外出卖书全靠步行。

后来，为了干活得力，他咬咬牙，
买了一辆脚踏三轮车，并在上面插上

“义卖图书捐助希望工程”的小旗。
从为人师表的教师到“流动商

贩”，起初，周火生觉得有些难为情，社
会上也有些风言风语，但很快他就想
通了：“我卖书不是为了自己发财，而

是为了金寨的孩子们。”
为了将爱心精准送达，他并没有

一捐了之，而是亲自送到南溪镇。第 1
次、第 10 次、第 30 次、第 70 次⋯⋯有
人算过，这些年周火生两地往返达 12
万多公里，相当于绕地球3周。

2018年5月19日，已入耄耋之年
的他在医生的陪同下第100次来到金
寨捐资助学。在出发前，他说：“第100
次不是终点，我将以此为起点继续助
学之路，第 101 次、102 次、103 次，生
命不息，希望不停。”

一个人带动一群人
1997 年，张玉芳取得了南溪镇中

考第一名的好成绩，但迫于家境，在填
报志愿时，决心舍弃大学梦，填一所中
专。周火生得知情况后在昆山四处奔
走，最终，昆山市玉山镇同心村村委会
决定资助张玉芳直到她大学毕业。

2004年，张玉芳大学毕业成为一
名记者。工作的第一个月，她在采访中
遇到了一名贫困生，想到了当年的自
己，想到了周火生，她一下子资助了对

方 200 元，而当时她的月薪只有 800
元，“我想对周爷爷说，‘长大后，我就
成了你’”。

吴卫林夫妻与周火生相识于2004
年夏天。他们第一次跟着周火生来到金
寨，也被周火生的助学故事深深感染。
2010年，他们和一群爱心人士发起成
立了“昆山市周火生希望工程志愿者协
会”。这些年来，周火生和志愿者们、爱
心企业一共为金寨捐款、捐物，总金额
达1200多万元，16所希望小学改善了
办学条件，1300多名学生受助。

原本只是周火生一个人的行动，
现在变成了一个充满爱心的大家庭在
行动；原先主要支持大别山区，现在拓
展到西部贫困地区。

2022 年 2 月 14 日，周火生走了，
享年 88 岁。一收到噩耗，孙用奇就准
备立刻动身去昆山吊唁，后因苏州疫
情防控未能成行。

一念至此，遗憾、怀念、鼓舞等情
绪又纷至沓来，孙用奇喃喃自语：“火
生、火生，‘爱心之火、生生不息’，真是
人如其名啊！”

退休教师周火生24年100次到安徽金寨捐资助学——

爱心之火 生生不息
本报记者 王志鹏

周火生来到安徽省金寨县希望小学

，了解学生

学习生活

情况

。

资料图片

（上接第一版）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建
立有效的交流沟通机制，探索新型科研
组织方式，引领科学前沿发展；要主动
谋划，积极参与国家实验室建设，在全
国重点实验室重组中发挥标杆示范作
用；要坚持以需求问题和科学目标为驱
动，加强交叉科学研究，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探索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
新高地的建设机制和方法；要探索新的
评价机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王志刚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科技事业进行了战
略性、全局性谋划，发出向世界科技
强国进军的号召。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科技创新和教育的重要论述，对做好
新阶段科技、教育工作指明新方向，
提出新要求，是我们推进科教协同的
根本遵循，要认真学习好落实好。科
技部与教育部 2018 年建立科教协同

工作机制，双方持续推进务实合作，
取得重要进展和显著成效，有力支撑
科技、教育、人才强国建设。高水平
研究型大学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科教协同融合发展
的核心载体。一是要深刻认识高水平
研究型大学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中的重要定位和关键作用，自觉履行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
当；二是要充分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
学的独特优势，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
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
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持续强化同国
家战略目标、战略任务的对接；三是
要加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
体系中的能力建设，在关键战略领域
取得重要突破，加快培养一批战略科
学家和战略团队，为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作出更大贡献。

王志刚强调，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要发挥好在国家实验室建设中的重要
作用，在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中树立
标杆、打造样板；要加强基础研究和交
叉学科研究能力建设，研究真问题、开
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要提高高水平
人才供给能力，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
战略科学家潜质的人才；要加强顶层
设计和统筹协调，积极开展有组织的
科研，力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更
大突破。科技部将和教育部一起，汇聚
资源、形成合力，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科技创新提供更多、更有力的支持。

北京大学校长郝平、清华大学校
长邱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徐惠
彬、天津大学校长金东寒、上海交通
大学校长林忠钦、南京大学校长吕
建、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华中科技
大学校长尤政、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
围绕强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建设作交流发言。教育部、
科技部相关司局负责同志参会。

（上接第一版）
会议以网络视频方式召开，在

教育部设主会场，在各省、市、县
和有关部属高校设分会场。国家发
展改革委、公安部、民政部、财政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
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医
疗保障局和中国残联等部门单位有
关司局负责同志，各省、市、县教
育行政部门负责同志和有关处室负
责同志，各省、市、县发展改革、公
安、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卫
生健康、税务、医疗保障、残联等部
门和人民团体负责同志，有关部属高
校和附属高中负责同志，教育部有关
司局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上，山
西、云南、江苏、江西、河南、海
南、北京、河北 8 省市分别就义务教
育、学前教育、县中教育和特殊教育
工作作经验交流发言。

推动基础教育整体
高质量发展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上接第一版）
根据国际奥委会数据，冬奥会雪上

项目运动员的受伤概率达到了 10%至
14%。做好北京冬奥会医疗服务保障工
作，高校师生冲锋在前。

首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2019级硕
士研究生宋静雨，是冬奥会张家口赛区
国家跳台滑雪中心的一名医疗志愿者，
她不仅从无到有建立起中心医疗保障
资料库，还化身“大白”负责着赛事防疫
工作⋯⋯像宋静雨一样，首都医科大学
70 名志愿者投身冬奥赛事服务保障工
作，其中大部分是医疗志愿者。

北京中医药大学选派出了53名志
愿者赴3个冬奥场馆和两个冬奥村，在
志愿服务中展现岐黄学子风采；北京大
学国际医院派出了包括内科、外科、护
理等专业在内的46名医务人员组成医
疗保障团队，分别进驻首都体育馆短道
速滑训练馆和花样滑冰训练馆，为各国
参赛运动员提供国际化医疗保障工作。

今年21岁的杨曦是北京体育大学
中国冰上运动学院运动训练专业的大
三学生，也是一名补冰员。在花样滑冰
比赛中，他需要像运动员一样，穿上冰
鞋，在短暂的中场休息时间，迅速找到
补冰点完成补冰。本届冬奥会，北京体
育大学共派出了 198 名体育专业志愿
者，在首都体育馆服务短道速滑和花样
滑冰两项赛事。

在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来自北京
第二外国语学院的 300 多名志愿者为
冬奥会提供包括英语、法语等 14 种语
言服务。北京外国语大学也派出900余
名志愿者服务本届冬奥会。在张家口赛
区，中国人民大学 87 名师生志愿者在
低温严寒天气里坚守在山地新闻中心
和云顶滑雪公园。

“燃烧的雪花，温暖凝聚我和你。”
冬奥，本是冰与雪的盛会，无数青年志
愿者们却以热情为引，点燃了一个炽热
的冬天。

青春为伴
冬奥精神让梦想成真

“写论文顺便拿了个冠军！”
近日，有网友在查询论文时，无

意中发现了冬奥会冠军徐梦桃和武大
靖的论文，有能力有学历，该话题迅
速登顶热搜。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冬奥赛场上的
中国健儿，有不少出自高校，在他们身
上，呈现着新时代体教融合的累累硕
果。

时间回到 2 月 5 日，这一天，中

国短道速滑队在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
混合团体接力赛中，以 2 分 37 秒 348
的成绩，为中国军团摘下首金。在这支
由 10 名运动健儿组成的“王牌之师”
中，有 7 人就读或毕业于北京体育大
学，6人具有研究生学历。

俯冲、起跳、空中旋转、落地！
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
巧决赛中，31 岁的徐梦桃成功挑战女
子选手中难度最高的 4.293 难度系数
动作，一跳夺金。16 年四战奥运的

“老兵”夙愿得偿，也让中国女子空中
技巧迎来首枚奥运金牌。而她，也来
自北京体育大学。

本届奥运会上，00 后以无可阻挡
的少年锐气横空出世，书写着属于自
己的奥运精彩。刚满18岁的高二学生
苏翊鸣在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和坡面
障碍技巧赛上摘金夺银；来自郑州大
学体育学院的何金博，则是中国首位
入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比赛的
男子运动员，他说“我的职业生涯才
刚刚开始，这是我的起点”。

赛场上，除了聚光灯下的运动健
儿，越来越多来自教育系统、彰显着
专业风采的技术官员也受到更多关注。

25 岁的彭杜，是一名场外裁判，
也是湖南长沙南雅望城学校的体育教
师，经过层层考试和选拔，他在去年年
底被选为北京冬奥会冰球项目技术官
员，“那是梦想成真的感觉”。

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体育教学部
的李凌姝，以裁判的身份登上冬奥舞
台，成为冬奥历史上首批中国冰壶裁
判；哈尔滨体育学院派出了48名教师
服务冬奥会裁判工作，仅在崇礼赛区
担任单板滑雪和自由式滑雪项目技术
官员的就有31名；河北体育学院有近
400名师生参与冬奥服务。

赛场外，激昂的冬奥赛事、动人
的奥运故事，也吸引着更多学子体验
冰雪运动，感悟冬奥精神。

“我每天都会观看冬奥会，我最关
注的是花样滑冰，我的同学们最喜爱

‘大跳台’。”⋯⋯在上海宝山区长江西
路的一家滑雪运动场馆，冬奥会期
间，前来运动玩耍的孩子们同比增长
近一倍，达到日均 500 人次；寒假以
来，长春、沈阳多地开启冰雪托管，
各个学校在校园里制造冰场、雪场，
聘请专业教练，为中小学生提供各类
冰雪运动课程⋯⋯

把握冬奥契机，教育系统正深入
推进冰雪运动教育的开展，让今天这
些孩子迈出的一小步，成为未来中国
冰雪运动向前发展的一大步。

冰雪为媒 一起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