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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东 北 师 范 大 学 ， 有 这 样 一 群
“身兼数职”的女辅导员，她们是女
儿，是妻子，是母亲，亦是老师。但
在疫情严峻的情况下，在封校封寝号
角吹响的那一刻，73 名女辅导员选择
放下其他身份，成为巾帼战士，冲锋
在抗疫一线。

“特殊时期更需使命担当”

“妈妈，你什么时候能回家抱抱
我？”夜深人静，当听着 3 岁儿子奶声
奶气的留言时，外国语学院辅导员刘
晨忍不住落泪。忙完工作，儿子已经
睡了，只能把对儿子的想念深埋心
底，收拾好心情，准备第二天的战斗。

刘晨和丈夫均是东北师大学工队
伍中的一员，刚知道封控驻校管理的
消息时，夫妻俩曾陷入两难抉择：一
面是心脏不好的婆婆和 3 岁儿子，一
面是要带的 92 名研究生。她和丈夫犹
豫过、徘徊过，但疫情蔓延，责任所
在：“作为共产党员，特殊时期更需使
命担当。学生在哪儿，我们就要守护
在哪儿！”她和丈夫双双入校，把 3 岁
幼子交给患病的姥姥照看，来到学生
身边。

事发突然，刘晨只能住办公室，
没有床，就打地铺，没有水房，就在
厕所接水洗漱⋯⋯“不漏一人，不留
死角”信息排查，密切关注学生思想
状态，缓解学生焦虑心情，分享入校
教师、志愿者的生活日常⋯⋯从封校
至今，刘晨总要忙到深夜。她的学生
说：“只要有辅导员老师在，我们就心
安。”

“学生健康安全，是我最大
的心愿”

下午，地理科学学院辅导员张婧
宁像往常一样，协助三舍 B 区临时党
支部书记，到校医院领取全楼 1700

名学生所需的十几箱防护物资，齐腰
的一垛垛箱子里装满了口罩和抗原检
测试剂盒，需要在指定时间内发放完
毕。

蹲下、搬起、装车、关门，防护
物资不断装上车。突然张婧宁右手小
拇指被车门夹到，一阵剧痛，鲜血直
流。十指连心，但张婧宁想着“得尽
快把这些防护物资送到学生手中”，就
强忍伤痛，只是用面巾纸简单包扎了
一下，然后快速及时地把防护物资送
到了学生手中。

驻校十几天来，信息排查、关心
学生⋯⋯张婧宁平均每天只休息四五
个小时。在校医院里，医生嘱咐双眼
布满血丝的她：“低血压、轻度贫血，
要多休息。”曾经，张婧宁也是父母呵
护的柔弱女子；现如今，凭着对学生
满腔的爱，她用自己纤弱的身躯为学
生筑牢安全防线，“学生健康安全，是
我最大的心愿”。

“我们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
抱在一起”

在东北师大，有来自 41 个民族的
2323 名少数民族学生。疫情期间，他
们日常的生活起居也牵动着学校领导
的心。政法学院 2020 级本科生辅导
员、维吾尔族姑娘地力富扎除了要管好
自己带的 211 名学生，还是净月校区夏
华公寓 81 名少数民族学生的“大家
长”。

地力富扎，性格爽利干脆，被学
生亲切地称为“地姐”。地力富扎从高
中到本科、研究生直至就业，都享受
到了国家专项计划的优惠政策，也一
直希望能“回报党和国家”。此次入驻
学校，她主动请缨，把千里之外来看
望她的母亲安置在校外出租屋，选择
与自己的学生在一起。

夏华公寓 81 名少数民族学生分散

于 73 个宿舍，每次准备他们的餐食
时，地力富扎都不厌其烦地与其组建
的“石榴籽学生志愿服务团队”，按照
不同民族学生的饮食习惯，认真分
拣、有序分发，让每名少数民族学生
都能吃到可口的饭菜。“五十六个民族
一家亲，我们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地力富扎由衷
地说道。

“我要坚守在阵地上，为学
生提供可靠港湾”

“隔离人员是否有更新？学生身体
状况是否健康？”凌晨 1 点，环境学院
辅导员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忙了一整
天的孙佳琼还在整理学生的流调情
况。作为一名辅导员，孙佳琼除了负
责 72 名学生的思想动态、安全管理、
就业指导、信息排查等工作，还承担
着教授“环境污染与人类”通识选修
课的任务。

静态管理期间，停课不停学。“环境
污染与人类”这门通识选修课是面向两
个校区 200 余名本科学生讲授的，自由
校区的学生大多为理科生，净月校区的
学生大多为艺术生。“想教一门课不难，
但想教好一门课不容易”，“新手老师”
孙佳琼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查阅资
料、设计与课程相关话题，用心向老教
师学习⋯⋯“即使教的是同一年级的学
生，也要设计两个不同版本的教案”。

每天，面对大量的辅导员工作和
教学任务，孙佳琼很想把一分钟掰成
两分钟用，她有时也很累，但却无怨
无悔：“我要坚守在阵地上，为学生提
供可靠港湾。”

疫情当前，东北师大的女辅导员
化身“快递员”，为学生采购生活用
品；变身“搬运工”，搬运数以万计的
盒饭；成为“巡查员”，不放过每个楼
宇的安全隐患⋯⋯用实际行动，书写
着新时代的奉献与担当。

“学生在哪儿，我们就守护在哪儿”
——东北师大73名女辅导员的战疫故事

通讯员 闫冬 本报记者 纪秀君

“伊尹故里，诗经之乡”的陕西省
渭南市合阳县，近年来围绕建设品质
教育引领区、办人民满意教育的目
标，拓展学校“教”“学”范畴，在打
造知识、素养、人生“三个课堂”上
下功夫，深耕厚植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推动基础教育从有质量向高质量
发展迈进，取得明显效果。

向45分钟要质量，上好“知
识”课堂

“提高教学质量关键在课堂。学生
在课堂实实在在用 1 分钟获得的发展
和提升，是课后花 10 分钟补习也达不
到的。”合阳县城关中学校长王合敏
说。该校创新提出的“六环三测”课
堂教学模式入选了渭南市特支计划领
军项目。

聚焦教学理念、教师素质和课堂
组织形式 3 个影响课堂效率的主要因
素，合阳县以课堂教学改革和“语文
主题学习”为突破口，在全县形成县
教育局—学区—学校的圈层化管理体
系，强化学区长学校带动作用，在学
校管理、教学管理、教师培训、学生
活动、质量监测、校园文化等 6 个方
面进行统一管理，以点带面、以城带
乡，定期开展名师、学科带头人、骨

干教师送教送培活动，逐步实现“高
效课堂”目标。

甘 井 镇 中 学 以 赛 促 教 、 以 赛 促
研，通过公开课赛教活动，让教师掌
握课堂教学改革的关键环节和步骤，
为教师搭建成长平台。县教研室开展
送教下乡、送课下乡、送培进校等活
动，逐步提升中小学校的课堂教学水
平。

“再生动的课改实践，再先进的课
改模式，如果离开优秀的教师团队，
终归是空中楼阁。”合阳县教育局党委
书记、局长鲁建春说，合阳积极落实

“名校+”领跑、“名校长+”领航、
“名师+”领雁工作，全力打造“三支
队伍”，推进县管校聘、校长职级制改
革，创新实施“三评议两提升一淘
汰”教师评价机制等工作，努力打造
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目前，全县
4109 名在岗教职工，其中，县级“教
学能手”“教学新秀”920 人，市级

“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190 人，
省级“教学名师”“教学能手”“学科
带头人”71人。

向校内资源要服务，上好“素
养”课堂

乘着“双减”的东风，合阳县中

小学校全面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后服
务。

周五下午课后服务时段，合阳县
城关第二小学学生任书萱跟着老师
认真地在练习古筝。除了古筝社团
之 外 ， 学 校 还 开 设 了 球 类 、 空 竹 、
舞蹈、象棋、科技实践等 26 项素质
拓展课程供学生自主选择。

城关中学以“1+X”的课后服务
组织形式，在课业辅导和素质拓展上
双向发力。以合阳剪纸、面花、提线
木偶等非遗项目为切入点，开设文
学、体育劳动、艺术、科技四大类 36
个特色社团，全方位提升课后服务质
量。

据统计，合阳县学校共开设课后
服务社团超过 400 个。其中，坊镇中
心小学开设木偶戏、剪纸、东雷上锣
鼓兴趣班，让传统文化走进校园，被
命名为第三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传承学校；城关中学远航文学
社被评为“全国九十九佳文学社团”；
合阳中学、甘井镇中学等 12 所学校分
别被命名为全国足球、篮球特色学校
等。

“对像我这种上班族妈妈来说，课
后服务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不仅不再
为接孩子发愁，而且解决了辅导作业

的难题，孩子的课后生活也丰富了。”
城关小学学生仵澎阅的妈妈说。

向社会实践要结果，上好“人
生”课堂

“原来植物掉叶子是为了‘保护’自
己；原来树上涂石灰水是为了预防害虫
和保温；原来松柏不是不掉叶子，而是
它的叶子要 3—5 年才会掉⋯⋯”合阳
县渭北植物园，一个个生活中熟悉却
又意想不到的知识，令城关小学二年
级 （5） 班的学生耳目一新。

“我们要把孩子从分数中解放出
来，让他们在看、学、思和环境情境
介入中感知生活、体验生活、理解生
活。”鲁建春说。

各中小学校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充分发挥其润物无声的育人功能。洽
川镇中心小学传承、发扬地域文化
特 色 ， 在 校 设 置 了 洽 川 八 景 墙 画 、
子夏楼、太姒楼、诗经阶梯等，营
造浓厚的诗经文化氛围。合阳中学
搭建国学教育长廊、中华文明简史
长廊，传播传统文化精髓，增强学
校环境的“孵化力”⋯⋯孩子们的知
礼、懂礼、守礼，处处体现着教育成
风化人之功。

合阳县系列化开展研学旅行、劳
动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相继建成青
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和 13 个乡村少年
宫，遴选建设了澄城尧头窑、富平陶
艺村等 15 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学旅
行基地，以及将相故里蒲城、史记韩
城等 10 条传统文化研学路线，通过社
会实践锻炼，引导学生从学校走向社
会，从课堂走向生活，从书本走向实
践，上好“人生”大课。

把孩子从分数中解放出来
——陕西省合阳县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本报记者 冯丽 通讯员 岳采丽

本报北京 3 月 29 日讯 （记者
储召生）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化新
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落实好教
师工作重点任务和要求，教育部教
师工作司与中国教育报刊社今天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
优势展开合作，着力宣传报道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典型经验，宣传报道
优秀教师先进事迹，共同开创教师
工作宣传新局面。

双方协定，教师工作司支持中
国教育报刊社做好教师队伍建设及
优秀教师典型的宣传报道工作。支
持中国教育报刊社加强与各地教师

工作部门的联系，建立固定联系制
度，以便更好地发掘、推介各地教
师工作典型经验，为建设一支高素
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营造良好
舆论氛围。中国教育报刊社所属媒
体将围绕教师工作司的年度重点工
作，加强相关政策举措和师德师风
的宣传，做好重大节点、重大事
件、重大典型宣传报道，加大优秀教
师和优秀教师团队典型报道。通过
承担培训项目、设立网络服务平台等
多种方式，服务教师专业发展。利用
媒体独特信息渠道优势和智融媒体
平台、大数据监测平台，为教师工作
司提供决策建议和参考。

开创教师工作宣传新局面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与中国教育报刊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上接第一版）
据悉，平台目前共有岗位信息

380 万多个。用人单位所在的地域
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市，涉及电子
信息、装备制造、服务业等多个
行 业 领 域 。 目 前 ， 平 台 已 上 线

“ 互联网＋就业指导”直播课 91
期、“宏志助航”系列就业指导培
训课程资源 118 个，提供 44 项职
业测评、125 个职业百科和 578 个
职业案例⋯⋯

信息真实、互联共享、一站服
务、检测反馈是平台的四大特点。
王辉指出，面向高校毕业生，平台

提供求职服务、就业指导、重点引
导等服务。面向用人单位，平台提
供发布岗位信息、筛选简历、网上
签约等服务。面向地方教育部门和
高校，通过平台可动态监测毕业生
就业工作的进展，调查和分析就业
形势。此外，平台还提供大量政策
资讯、工作动态等信息向广大用户
开放。

“我们将进一步汇聚更多资源，
完善功能应用，提升用户体验。期
待更多高校毕业生通过平台找到合
适的工作，更多用人单位通过平台
找到合适的人才。”王辉说。

东北师范大学辅导员在为学生们分发午餐。 马成龙 摄

近日，在山西省临汾市兴国实验小
学，师生们在课间跳起了“律动减压
操”。连日来，兴国实验小学在学校闭环
管理期间，结合学校实际，给全校学生量
身编排了律动减压操和手舞操，有效缓解
了学生在封闭管理期间的紧张、焦虑情
绪，助力学生快乐学习、健康生活。

闫锐鹏 摄

律动减压
快乐学习

疫情下，“菜篮子”满“米袋子”足

（上接第一版）
座谈中，张伯礼鼓励教师发掘

自己所教课程中能够和思政课结合
的素材，将其升华。他提到有名教
师讲授眼科内容令他印象特别深
刻，“眼能看见东西是不是眼见为
实？他说实际并不是。健康人看到
这个东西颜色是棕色的，色盲患者看
到的不是棕色，而是黑色，所以眼见
不一定都是实”。张伯礼认为，这名
教师结合方法论讲授专业课，从而润
物无声地让学生成为一个真正会思
考、有觉悟的人，“希望我们的每一门
专业课都有这样的思政味儿”。

张伯礼回顾了自己作为中央专
家组成员逆行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历程。他希望教师们将抗击疫
情作为鲜活教材并有机融入思政课
和专业课，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
神，讲好中医药抗疫壮举，教育引
导学生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作出贡献。
座谈会后，天津中医药大学中

医学院温病教研室教师尚懿纯告诉
记者，最近在温毒类温病大头瘟单
元教学中，他以 《东垣试效方》 记
载为主线导入，通过李东垣先生与
张伯礼院士面对不同疫戾，均表现
出的伟大抗疫精神来感染学生，将
不为利己、专为活人的无私事迹进
行讲解，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医
者仁心”的价值观，提高学生民族
文化自信。

“尚老师的温病课激发了我对中
医浓烈的兴趣和热情。我会将老师
的教诲铭记于心，将来成为对社会
有贡献的人，成为优秀的中医接班
人。”该校中医学本硕连读儿科方向
学生唐嘉伟说。

“我们希望通过开办‘课程思政
筑梦班’，为专业课教师提升综合素
质和课程思政水平搭建平台，从而
开辟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教师培养
模式的新实践。”张伯礼说。

“希望每门专业课都有思政味儿”

（上接第一版）
2018 年，甘肃省建立了农校对

接精准扶贫实验区，以“菜园”对
接“校园”的方式，实现优质农副
产品直供高校食堂，这一探索带动
了农民增产增收，对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具有积极意义。

同时，为确保满足高校需求和
农产品精准配送，甘肃依托高等学
校服务中心设立了“甘肃农校对
接”平台，并建成电商采购平台和
分拣中心，实现了一体化采购、储
存、销售、配送。截至目前，有 19
所在兰院校通过“甘肃农校对接”
平台采购食堂所需原材料。

“保障师生吃上可口安全的放心
菜，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经历
了去年疫情防控‘大考’，我们有丰
富的实战经验，能切实保障封闭管
理校园的食材供应。”“甘肃农校对
接”平台负责人杨世栋说。

3 月 20 日晚，兰州职业技术学
院后勤处一通紧急“加单”的电话让
杨世栋有点“措手不及”，按往常，高

校食堂各档口都是于学生晚餐后在
采购平台下单，晚上 10 点截止。其
间，食材消毒、质检等程序一环紧扣
一环，采购平台和分拣中心员工“同
步开工”，调配、分拣所需物资，凌晨
时分大多订单就已基本完成。

但此时，兰州职业技术学院还
紧缺 0.56 吨豆制品、37.85 吨米面
粮油、0.14 吨鲜肉冻品和 12.49 吨
新鲜蔬菜。怎么办？杨世栋当即召
集工人重新盘点物资、核实库存，
打票员快速打印配送单，采购人员
紧急奔赴蔬菜批发市场，分拣工高
速分拣⋯⋯凌晨 5 点，全部物资配
齐、消杀，车队整装待发。这时，
所有工作人员才松了一口气，脸上
露出欣慰的笑容。

3 月中旬以来，从“甘肃农校
对接”平台配送至各高校的调料干
货有 2.8 吨，还有 14.01 吨豆制品、
284.1 吨米面粮油、5.88 吨鲜肉冻
品、37.16 吨新鲜水果、194.86 吨
新鲜蔬菜等，有力保障了各高校的
食材供应。

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

（上接第一版） 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
要进一步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措施，提高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
高防控的科学性、精准性，坚持

“一地一策，一校一策”原则，认真
查短板、补漏洞、强弱项，提高学
校科学精准防控水平。要压实学校
的主体责任、地方的属地责任、教
育部门的指导责任和个人的防护责
任，推动家校协同防控进一步升
级，凝聚疫情防控合力，坚决守住
学校不发生聚集性疫情底线，筑牢
师生生命健康安全防线。要进一步
加强人文关怀和服务保障，确保校
内的后勤服务保障能够真正落到实

处，帮助解决师生员工学习、工
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关心关注
师生思想动态和心理状况，及时做
好心理疏导和思想工作，确保校园
安全稳定。同时，要对存在的问题
进一步部署督导检查整改，及时发
现防控存在的漏洞，快速解决问题。

只要我们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
根弦，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
摇，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坚持不懈，
抓细抓实各项防疫工作，就一定能够
凝聚疫情防控合力，尽快遏制疫情扩
散蔓延势头，守护好 3 亿多师生生命
健康安全，为巩固全国疫情防控重大
战略成果作出应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