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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焦新） 在第38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组织农村
义务教育学校特设岗位教师优秀代表
组成“2022年全国优秀特岗教师报告
团”，赴北京录制“特岗教师报告
厅”节目，开展优秀特岗教师事迹宣
讲，弘扬尊师重教传统，强化榜样感
召引领，引导广大教师坚定理想信
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
争做时代先锋。

此次报告团成员分别是河北省张
家口市涿鹿县武家沟学区闫旭东、吉
林省白城市镇赉县沿江镇学校王璐、
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冉庙乡中心学校
王秋华、江西省上饶市弋阳县港口镇
上坊小学江真、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
徐镇镇昆吾社区小学杨承、湖北省宜
昌市秭归县九畹溪镇芦池湾小学杜凤
琴、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洪口初级中
学张林、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望谟县实验高中刘秀祥、云南省
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八角镇必达明
德小学完小叶春洪、甘肃省平凉市泾
川县高平镇梁河九年制学校梁雅琴等
10名特岗教师。他们是广大优秀特岗
教师的代表，坚守乡村教育事业，用
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孩子的人生
梦想，展现了当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
德和责任担当。

在京期间，教育部安排看望慰问
报告团成员，进行座谈交流，传达党
中央、国务院以及教育部党组对广大
教师的关心，并号召他们作为乡村优
秀教师的火种，培育带动更多优秀人
才到乡村任教。作为改变中国乡村教
育的一项政策，“特岗计划”为我国
农村补充了大批优质教师，被誉为乡
村教师队伍“换血的一代”。该计划
实施16年来，累计为中西部地区乡
村学校补充103万名教师，覆盖中西

部地区22个省份的1000多个县、3
万多所学校，优化了教师队伍结构，
加强了思想政治、体音美、科学、劳
动、心理健康、信息技术、特殊教育
等紧缺薄弱学科教师的补充，为乡村
教育奠定坚实的教师队伍基础。今年
全国继续招聘6.7万名特岗教师，重
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等地区农
村学校补充教师。

优秀特岗教师事迹宣讲活动是
2022年教师节系列活动之一，将于
教师节期间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中
国教育网络电视台以及相关网络平
台同步播出。同时，报告团将视疫
情形势采取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巡回报告，以特岗教师的
优秀事迹感召引领优秀高校毕业生
和广大教师积极投身乡村教育，服
务乡村振兴。

弘扬尊师重教传统 强化榜样感召引领
教育部组织开展优秀特岗教师事迹宣讲活动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北京时
间9月5日12时52分，四川甘孜藏族
自治州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
度16公里。截至目前，地震已造成21
人死亡、30余人受伤，部分水、电、交
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受损。

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
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四川甘孜泸定县
6.8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把抢
救生命作为首要任务，全力救援受灾

群众，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
强震情监测，防范发生次生灾害，妥善
做好受灾群众避险安置等工作。请应
急管理部等部门派工作组前往四川指
导抗震救灾工作，解放军和武警部队
要积极配合地方开展工作，尽最大努
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实灾
情，全力抢险救援和救治伤员，注意
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妥善

安置受灾群众，尽快抢修受损的交
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有关部门要对
地方抗震救灾加强指导和支持。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求，
应急管理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等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
指导救援救灾。四川省、甘孜州已组
织救援力量开展救灾工作，并紧急调
拨帐篷、棉被、折叠床等救灾物资运
抵灾区。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
有序进行。

习近平对四川甘孜泸定县6.8级地震作出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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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作出批示

本报成都9月5日讯（记者 鲁
磊）北京时间9月5日12时52分，四
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发生6.8级
地震，震源深度16公里。目前，地
震已导致甘孜州泸定县、雅安市石棉
县多人伤亡。甘孜州、雅安市相关部
门立即进入应急状态，并派出救援力
量开展抢险工作。

甘孜州教体局震后第一时间组成
工作组赶赴震中，截至记者发稿时，
工作组已抵达震中，据现场抢险人员
通过海事卫星电话反馈的消息，震中
师生均平安，当地生产生活秩序正在
有序恢复。目前，除海螺沟景区管理
局无法取得联系外，全州其余县
（市）未接到师生伤亡等信息。

记者从石棉县教育局了解到，地
震发生后，石棉县教育局立即启动地
震应急预案，将石棉县教育系统地
震应急指挥中心设在石棉县幼儿
园，第一时间对全县中小学幼儿园
受灾情况进行排查。截至记者发稿
时，除王岗坪二小通信中断无法联
系上外，其余乡镇师生均无伤亡。据
初步排查，全县大部分学校校舍因地
震受损，出现墙体裂缝、瓷砖脱落、
吊顶脱落等。

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委教育工
委、省教育厅立即启动教育系统二级
地震应急响应，成立工作组，与甘孜
州、雅安市教育主管部门联系，了解
灾情，并安排对校舍安全进行排查。

同时，省教育厅领导第一时间赶赴泸
定县指导防震救灾工作。

甘孜州教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甘孜州多地处于地震断裂带上，加之
境内地形地貌多样，地质灾害频发。
2008年汶川地震后，甘孜州各级各
类学校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应
急演练，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了
灾害来临时的人员伤亡。如今在四
川，开展防火、防震、防溺水、防
地质灾害的应急疏散演练是师生的
必修课。据了解，9月5日上午，与
震中毗邻的石棉县刚组织新生进行了
应急疏散演练，石棉七一中学全校
1061名学生用时1分10秒完成避险
集结。

排查学校受灾情况 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四川教育系统迅速应对泸定6.8级地震

新生军训 磨炼意志
近日，山东省高密市第五中学组织800多名高一新生开展为期

7天的军事训练，学生们通过队列动作、行进与立定、军体拳等军
事课目训练，锻炼身体素质，磨炼意志品质，增强国防观念，激发
爱国热情。

上图：该校高一新生正在练习敬礼姿势。
下图：该校高一新生正在练习齐步走分解动作。 李海涛 摄近十年来，我先后在江苏省教育

厅财务处和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
作，有幸参与并见证了学生资助工作
的发展变化，与有荣焉。2019年，我到
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当时，学生
资助已经实现了项目由少到多、资助
标准由低到高、资助规模由小到大的
变化。如何将庞大的资助资金精准

“滴灌”到每一名真正需要的学生身
上，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这些年，我们不断探索通过信息
化破解“精准”这一难题，以技术助力
实现精准资助、便捷资助和智慧资

助。现在，只需要借助跨部门信息对
比，不需要提交任何证明材料，学校就
能主动发现这些符合资助条件的学
生，并逐步实现“免申即享”。

进入“十四五”时期，学生资助工
作从聚焦绝对贫困转向了服务相对困
难，出现了困难特征虚化、基层认定依
据少等问题，现在，我们通过建设和完
善“江苏省学生资助申请平台”，提高
了困难认定的便捷性和科学性。目前
已经完成两轮试点和一轮推广工作，
实现了全学段应用。

新时期，学生资助需求也正在从
“保障型”向“发展型”升级，资助育人
需要在“面”上整体推进。我们连续三
年开展了“苏乡永助”资助育人主题活
动，全员、全程、全方位地开展资助育
人系列活动，将励志成才之星、学生资

助宣传大使等10多个持续性强、宣传
效果好的项目列入清单管理，每年吸
引100多万名师生参与。

去年年底，江苏在全省组织开展
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资助长效
机制改革试点工作。聚焦新时代学生
资助工作面临的机遇、挑战与任务，未
来，我们打算进一步从建立精准识别
的认定机制、精准施策的帮扶机制、贴
心便捷的服务机制三方面推进学生资
助改革创新，真正打造出“资助一个、
培养一个、成才一个”的发展型资助育
人体系。

十年资助路，我看到各级各类教
育的学生资助政策从对象、范围、力度
到内涵，都实现了质的飞跃，困难学生
的教育获得感不断增强。每年，我们
中心都会走访部分受助学生家庭，有
一次去仪征市马集镇一名学生家，孩
子的母亲早早地在院门口等着我们，
兴奋地向我们介绍墙上贴着的孩子的
各种获奖证书。那位母亲脸上的笑
容，我一直记在心间。

（本报记者梁丹采访整理）

精准资助守护每一个成长梦
亲历者：江苏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张晓宁

这教育 十年
亲历者说

本报讯（记者 莫青）近日，青海省
教育厅出台《青海省使用国家中小学智
慧教育平台开展线上教学工作指南（试
行）》。

根据教育部有关司局、单位培训内
容，结合青海省基层一线实际，《指南》列
举出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备课、双师课堂
等8种主要应用，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
门、教研部门、学校和教师根据校情、教
情和学情实际，结合具体的教育教学需
求、特定的场景，选择适宜的应用方式，
灵活组合，创造性地使用国家中小学智
慧教育平台资源开展线上教学。

《指南》提出，教育行政部门将学校
开展线上教学工作情况纳入对所属教
研、电教（信息化）部门、下级教育行政部
门和学校工作的考核范围，及时研究解
决线上教学工作存在的重大问题。校长
是学校线上教学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学
校成立线上教学领导小组，全面负责线
上教学工作的安排部署和具体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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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夫尔）记者日前从
山东省援疆前方工作指挥部获悉，为助力
对口援疆受援地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山东
不断加大援疆资金投入。2020年以来，山
东共投入教育援疆资金8.8亿元，实施40个
项目，选派援疆教师925名、师范类大学生
1538名到新疆喀什地区支教，实现了全链
条“组团式”帮扶受援地教育工作的目标。

据了解，山东和新疆喀什两地228所
学校开展了师生之间帮扶、交流、互访的

“百校牵手”工程，山东省普通高校近3
年开展定向喀什专项招收师范、医疗、农
林牧等学科学生的“千生定向”工程，山
东每年开展培训喀什教师的“万师培训”
工程。山东设立山东援疆奖学金、喀什籍
疆外就读困难学生资助金，两年多来共投
入援疆资金5100余万元，奖励、资助师
生两万余人。投入资金 3910 万元建设

“智慧课堂”，赋能教学教研，目前智慧教
育应用已经覆盖喀什地区300余所学校、
20余万名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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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强则国强！我们在玩中
学，真正做到了会玩好思、乐学践
行……”近日，在江西省上高县泗溪
中心小学，两名红领巾解说员向前来
参观者介绍他们“在学中玩，在玩中
学”的快乐感受。而这，只是上高县
学校文化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普通场
景。

上高县位于江西省西北部，是一
个人口38万的传统农业县，也是一
个至今未通火车的革命老区县。就是
这样一个县，却办出了老百姓认可、
学生都不愿意走的教育。全县每年约
5万名中小学生，择校到外地上学的
人数很少。该县何以做到“小县办好
学校，小县办强教育”？记者深入上
高，寻求答案。

打造“十分钟”上学圈

早晨7点30分，上高县敖阳小学
教师舒婷早早地赶到公交站点，这周
由她轮值跟车护送五（11）班的学生
到校。

像这样的学生专线公交车，该校

还有10辆，每天从不同线路驶向同
一个目的地——上高县塔下小学。专
线公交车由县政府统一安排，县财政
兜底，学生一天花2元钱，就可以实
现上下学出行自由。

塔下小学原来是一所临近县城的
乡镇小学，这几年，政府投入1000多万
元，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并在2021年升
格为县直学校。学生由原来的325人
增加到现在的1130人，除了本地学生
回流外，还有一部分是敖阳小学五年级
和锦阳小学四年级分流的学生。

塔下小学变大变强的背后，是上
高举全县之力，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的缩影。上高县教体局局
长冷报田介绍，县里成立了以县长担
任组长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改革
试点工作领导小组，把教育作为“一
把手”工程来抓，全面保障教育资源
配置。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
快，到城区购房生活的人越来越多。
以敖阳小学为例，2019 年学生达
4930人。

如何化解大校额？
该县筹措各类建设资金 12.6 亿

元，划拨土地457亩，在城区新建中
小学6所，扩容中小学14所，新增学
位2.38万个。

“近3年见证了3个转变：第一
年，房地产建好了再建配套学校；第
二年，房地产和学校同时开工；第三
年，先把学校建好，再进行房地产建
设。”上高县教体局校建办主任肖晖
感慨道，“现在老百姓一听说是建学
校，都全力支持。”

如今的上高县城，占地20多平
方公里，合理分布了20所学校，相
当于每平方公里就有一所学校。

丰富文化底蕴彰显学校亮点

从县城驱车向西，近两个小时，记
者来到该县最远的乡镇中心学校——
田心中学。

田心中学留守儿童、离异家庭孩
子多，离集镇远，孩子基本住校，学
校开个家长会，一个班能来一半家长
都很难得。 （下转第三版）

按下教育提质惠民快进键
——来自江西省上高县的教育实践

本报记者 徐光明 甘甜 通讯员 曾宪瑛 邓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