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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基层新闻排行榜

2023相约2023
2023年，注定是充满希望的一

年。基层新闻版将以“更加贴近基
层、更接地气服务”为方向，重心下
移，倾听基层教育好声音，寻找“小而
美”选题，讲好中国基层教育好故事！

我们将更加聚焦“落实”关键环
节，深度观察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基层
的实际落地情况，重点推出：月度策
划“新赛道的教育‘加速’”，呈现区域
与高校如何深度合作推动科技教育、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典型做法……

我们将更加突出“基层”核心定
位，呈现基层关注的关键事，重点推
出：反映基层鲜活趣事、生动场景的
图片窗“看见基层”，聚焦一所高校
帮扶一个乡村的“一校一村”……

我们将更多围绕“通讯员”核心
群体，强化与读者的沟通互动，重点
推出：聚焦特点鲜明的普通老师“我
身边的好老师”，刊发基层通讯员、
读者读报用报的“寻找最美读者”，
基层短平快的鲜活评论栏目“基层
有话”……

2023年，我们将把笔触更多对
准一线、指向平凡，不需宏大叙事，而
是娓娓道来。我们欢迎您的投稿！

回首心潮澎湃 展望信心满怀
本报记者 王阳

盼望着，盼望着，新的一年要到了，春天的脚步也近了。
2022这一年，一切都仿佛近在眼前。闭眼遐想，全是基层教育
的点滴变化；欣然张眼，尽是基层教育的鲜活故事。

目光下沉到中国教育教育的基层，我们看到的是基层教师的不懈
努力、基层学校的奋发有发有为和基层教育部门的真抓实干。基层是
中国教育生态中最有营养的土壤，也是各类鲜活教育故事的诞生
之地。2022这一年，基层新闻版的记者和通讯员扎根广阔乡

村，埋首田间地头，记录下一个个荡气回肠的教育故事，写下一
篇篇沁人心脾的新闻报道。

“沉舟侧畔千帆过。”回顾2022，我们重点打磨了“每月关注·谋教
师关键小事”“一校一村”等年度策划，关注基层教育最鲜活、最有生命
力的新闻，为基层的新闻报道提供了周到而细致的服务。展望2023，
我们将一如既往构筑好基层新闻版这个基层教育工作者的

“精神粮仓”，不断推出“混着青草味”的精神食粮。

“双减”工作的主阵地是学校，教师是推动
“双减”落地生效的主要力量。为此，基层新闻
版聚焦到教师这个“关键主体”，刊发重点地区
在推进“双减”工作过程中，为教师谋划“关
键小事”的“硬核”举措。

这一年，基层新闻版共策划了12期“每月
关注·谋教师关键小事”报道，以通讯稿为主
打，配发“局长说”和2—3张图片，分别聚焦
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江西省宜春市、河南省
登封市等多地办好暖心惠师实事的有力举措。

充分调研、扎实采访、全面呈现是该系列
报道的一大亮点。我们和记者强化沟通联系，
充分调研论证，确定值得报道的区县。之后，
记者深入当地，扎实采访，同当地教育部门领
导，学校校长、教师深入交流，找到并总结出
当地优师惠师强师的先进经验。足迹遍布东西
南北中，尽可能多地呈现不同地区关心关爱教
师的“硬核”做法，则是该策划的另一亮点。
各个地方情况不同，经验不一。基层新闻版广
泛联系各地记者站，尽可能提炼典型做法、总

结教育经验。
服务教师需求、保障教师权益、创新教师

评价……该系列报道总结了多个地区“一揽
子”关心关爱教师的典型做法，在各地教育系
统干部、教师中引起不小的反响。这充分说明
了教师的生活工作状态，备受各方关注。

《“80后”夫妻教师的家业》《当山里娃
的梦想与音乐“邂逅”》……我们也一直在抓
实好教师的典型报道，深入发掘基层教师身上
的闪光点，给基层的教师群体以关怀、以温暖。

更有温 度的关怀

基层，是观察中国教育生态的关键场域。不了
解基层教育，就难以形成对中国教育的深刻认识。
而基层新闻版的定位，就是将教育新闻的触角，下
沉到基层，作为观察中国教育改革的立足点。

在深入基层一线、细致观察总结的基础
上，记者的笔力愈来愈深，眼光愈来愈“毒”，
这也让基层新闻版的稿件更有深度、更显水

平。这一年，我们关注的话题有，华南师范大
学破解教师培训“学归学，用难用”痛点，甘
肃省天水市提升薄弱学校办学水平探出新路，
浙江师范大学特教学院开创孤独症学生教育新
模式……一系列的深入报道，让基层新闻版的
内容更“活”了，也更深入地反映各地如何出
实招、出巧招破解教育“疑难杂症”问题。

这一年，我们还推出了“学校周边交通治
理进行时”栏目，聚焦各地如何将学校周边交
通拥堵问题纳入民生实事项目，推出综合治理
方案，推出了《堵点变坦途 畅通上学路》《深
圳：“科技+精细”智取校园堵点》《小小“车
共体” 宁静大校园》多篇报道，切实呈现基
层疏通校门口堵点的实践经验。

更有深 度的观察

站在全局看问题，跳出教育看教育。
作为教育新闻的从业者，对教育问题的关
注，往往始于具体的学校、具体的问题。
但知之愈深，便愈强调观察教育的系统思
维。基层新闻版以基层为镜，深切关注教
育承担的促进社会进步、区域发展的使命
与责任。

面对中国已经全面迈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阶段，这一年，基层新闻版持续落实年度策

划“一校一村”，重点关注一个大学有针对性地
帮扶一个乡村的典型经验，全年不间断推出10
期报道，以通讯为主打内容，其中有《梯田里
长出“南开苗”》《文化“寻根”为乡村振兴提
劲》《牛肥羊壮产业兴 村美民富日子甜》……
总结了多个高校针对乡村，从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振兴等多方面的帮扶做法。

教育如何“助攻”当地经济、社会、文化
发展，这也是基层新闻版的关注重点。《企业

“出题”，学校“揭榜”》凸显学校建强校企创
新链，推动校地产教融合的有力担当；《太行山
有了常驻专家》深入记录了河北农业大学建设
农业创新站，培养新农人的扎实举措；《人人技
艺傍身 个个学历见长》发掘了贵州威宁深入
推进职业技能学历双提升工程，提高社会劳动
力受教育年限……基层新闻版的一系列报道，
以小显大，刻画了基层教育部门的有力担当，
显现了教育专业媒体特有的责任感。

更有态 度的担当

20多年前，我是一名中学语
文教师，与《中国教育报》结缘。
此后，《中国教育报》成为我成长
发展的重要阶梯。我从一名中学
教师逐步成长为市教育局办公室
主任，再到区教育局局长。岗位
数经变化，但我一直是《中国教育
报》忠实读者，也当了十多年的

《中国教育报》特约通讯员。
喜爱《中国教育报》，主要是

因为她的实用性。作为教育工作
者，我们需要将政策法规作为“指
南针”，将教育理念作为“望远
镜”，将典型经验作为“攀山梯”。
上至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新动向
新趋势，下至一生一师一校的成
长发展好理念好经验，《中国教育
报》都有生动而深刻的展现。

作为基层教育工作者，我尤其
喜欢看《中国教育报》基层新闻版。
该版面很接地气，报道了很多基层
好做法，为区域教育发展改革提供
了很多鲜活实用的可借鉴经验或能
移植案例。例如《中国教育报》基层
新闻版刊登的《把正民办教育发展

“方向盘”》报道，推介了广西玉林夯
实民办学校党建工作的经验。我们
学习借鉴，实现了全区民办学校、幼
儿园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
确保办学方向不偏航。

《中国教育报》基层新闻版推
介了很多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案例，我们
把这些文章汇编起来，系统学
习。我们结合电白实际，打出了
一套组合拳，重点在优化布局、完
善设备、配强师资、特色办学等方
面做文章。2021 年 11 月 22 日，

《中国教育报》在基层新闻版刊登
了《电白：教育成为区域发展强引
擎》，推介了电白城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的做法。

（作者系广东省茂名市电白
区委教育工委书记，区教育局党
组书记、局长）

他
山
之
石
，可
供
借
鉴

梁
镇
源

基层新闻版就像一个温馨的港
湾，通过手把手的教、心对心的交
流，所有的表达和倾诉都变成了掷
地有声的正能量，刷出了基层教育
的一道亮光，提振了基层通讯员努
力前行的信心。

其一，有温度。基层新闻版关注
的是教育底部，大到老百姓对优质教
育的需求，小到乡村一人校的“香火”
延续，总是投之以真情，报之以温
暖。这里的每一个教育故事有温度，
每一个栏目设计接地气，每一位人物
鲜活生动，稿件读来生动鲜活、情真
意切，饱含自然天成的韵味。

其二，特精致。近年来，基层新
闻版不断拓展和培育版面新的生长
点，每期的组版追求内容主题的统
一，突出相同主题下每一篇报道的
不同视角，以及特色化的本土经
验。更为可观的是编辑反复打磨的
标题，总让人耳目一新，可见编辑精
打细磨的专业功底、“镂云裁月”的
工作态度和追求卓越的精品意识。

其三，有深度。“每月关注·谋教师
关键小事”栏目连续推出的重磅报道，
紧盯教师关键小事，力争把问题说透、
把经验写足、把故事讲精彩、把建议说
周全。这类深度报道不仅引起了基层
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共鸣，同时
也为国家和各地决策教育工作提供了
科学参考。

其四，宽视角。今年以来，基层新
闻版的聚焦点，从课堂教学向课外延伸
服务、从学校教育向社会大教育观拓
展，从关注学校的发展向乡村振兴转
移。通过视角的拓展，给基层教育找到
了更多的支撑点，也为基层通讯员写好
新闻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

与《中国教育报》结缘已有 13
个年头，一直坚持读、学、写。读多
了，方知其中韵味；学通了，乃可领
悟写稿秘诀；写多了，便收获满满的
成就感和幸福感。

（作者系甘肃省天水市教育局
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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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天天在看报，啥时候能上
两篇，豆腐块儿也行啊！”今年 3 月
的一天，局长冷不丁地对正在翻阅

《中国教育报》的我来了句。《中国教
育报》在我心中一直是“珠峰”一样
的存在，尽管从事了17年的新闻工
作，但终因底气不足、能力恐慌，只
读报看报，未敢投稿。

“不妨试试！”4月15日，在参加
完部分学校鼓号队日常训练后，我
立即以《湖北樊城：鼓号“社团”促成
长 践行“双减”增实效》为题，向心
中神圣的“禁地”投出了第一篇图片
稿件。未曾想，这次“盲投”竟成就
了我与《中国教育报》的美好“情
缘”。第二天校长们纷纷发来贺电，
有的还把截图发给了我……恍惚间
突然有种被幸福撞了腰的感觉。

自此，我便一发不可收拾，时常
见缝插针奔赴学校拍摄图片、赶稿
投稿，乐此不疲。一条图片、整版图
文、头版图片新闻……随着投稿、上
稿次数的逐渐增多，我的胆子和胃
口也渐渐大了起来。

多年的持续关注，我发现《中国
教育报》基层新闻版，视角宽阔、内容
丰富、深接地气。于是，我锚定基层新
闻版，深研栏目设置及用稿特点，结合
我区正如火如荼开展的“大体育·阳光
运动”，用时近一个月打磨出了《湖北
樊城探索“体教融合”之路——让每个
学生都能享受运动的快乐》这篇千字
文，没想到又是一投即中。

通过不断对比原稿和刊用稿的
差异，以及编辑们耐心、细致的提点，
我在深研中喜获“大丰收”。短短9个
月的时间，在《中国教育报》上稿7篇，

《中国教育报》客户端上稿18篇。
大伙儿纷纷羡慕地说：“你在

《中国教育报》有‘亲戚’吧。”“对！
我在《中国教育报》有‘亲戚’，有众
多素未谋面，但在云中神交已久的

‘亲戚’！”
（作者系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教育局信息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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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策划
1.“每月关注·谋教师关键小事”共12期
2.“一校一村”共10期
3.“学校周边交通治理进行时”共3期

最佳报道
1.《“双减”后，办好教师的暖心事》
（1月10日三版 记者 蒋亦丰）
2.《企业“出题” 学校“揭榜”》（2月

28日三版 记者 刘盾 通讯员 黄国
辉 黎鉴远）

3.《设计融思政 吹动“中国风”》 （3月
21日三版 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唐榕）

4.《当山里娃的梦想与音乐“邂逅”》
（12月2日六版 通讯员 王诗蕾 童丹
平 本报记者 阳锡叶）

5.《办好“乡土味”的劳动教育》（1月
29日三版 记者 周洪松）

最“靓”标题
1.《一张“红黄榜”贴出文明新风尚》（5

月 16 日三版 通讯员 谢韶光 马天
天 记者 阳锡叶）

2.《“妈妈”手中线 学子身上衣》（6月
20日三版 记者 鲁磊）

3.《艾叶飘香 沐浴岐黄》 （6月27
日三版 通讯员 张安然 记者 甘甜）

4.《图书智慧流转 全岛“智在阅读”》
（9 月 26 日三版 记者 蒋亦丰 通讯
员 钟林男）

5.《课程“开花” 素养“结果”》（6月6日
三版 记者 尹晓军 通讯员 赵亚儒）

最美图片
1.《吉林大学：暖心守护 答好防疫考

卷》（3月28日三版 徐立华 摄）
2.《春回校园 花开醉人》（4月11日

三版 梁芸 摄）
3.《校园生活 幸福体验》 （6月13

日三版 许斌华 摄）
4.《欢乐采摘 收获喜悦》 （9月26

日三版 尹晓军 摄）
5.《趣味推车比赛》 （12月16日六

版 粟勇主 摄）

我眼中的“基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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