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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是外出务工大省。据统计，截至目
前，江西仅农村便有留守儿童26万余人。

为了呵护孩子们的成长，尤其是守护好
他们的精神家园，从2019年开始，江西在
全省先后建设了1857个“童心港湾”。日
前，记者深入走访，在多个“童心港湾”与
童伴妈妈交流，家访留守儿童。他们的故事
让记者深刻感受到，一个个小小的“童心港
湾”，一名名童伴妈妈，打开了众多留守儿
童的心门。

一名“妈妈”，一个港湾
沿着小路，走进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螺

溪镇保全村外的村小，刚进校门，就听到了
二楼的欢声笑语，门牌上“童心港湾”几个
彩字分外显眼。推门而入，留守儿童周兴成
和伙伴们正在童伴妈妈刘莲娟的带领下，猜
灯谜、做游戏。小小空间，格外温馨。

周兴成的爸爸周富武和爱人这些年一直
在广州等地做室内装潢，这3年一直没有回
过家。今年回家，两口子发现娃娃变化不
小，在家帮奶奶承担家务，身边朋友多了，

“关键学习还没落下”。
从孩子奶奶口中得知“童心港湾”的周

富武，专程跟着周兴成拜访了刘莲娟。看着
儿子亲切地叫着“刘妈妈”，和朋友们玩得
不亦乐乎，周富武感慨不已：“刘老师弥补
了孩子对亲情的渴望啊。”

2019年，江西开始积极探索团组织常
态化服务农村留守儿童的团属公益阵地——

“童心港湾”。保全村“童心港湾”，正是当
时3个试点之一。

“推行初期，我们确定了利用好农村现
有资源打造硬件、全力以赴抓好提升软件的
基本原则。”江西团省委青年发展部部长葛
李保介绍。

在这个基本原则下，闲置村小、农村书
屋、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等区域通过整合
利用，成为留守儿童的学习娱乐空间。为了
选强配齐童伴妈妈队伍，江西团省委明确了
所有人选需经村委推荐、乡镇团委初审、团
县委审定，统一培训上岗，镇村干部不得兼
任等具体要求。“同时，为了让童伴妈妈能
稳定工作，我们每年为每个点提供不少于2
万元的资金补助，主要用于童伴妈妈的工资
发放、工作补贴。”葛李保说。

如今，在江西已经建设起1857个“童
心港湾”。上千名童伴妈妈像刘莲娟一样，
为孩子们送去关爱。她们直接联系服务的留
守儿童达到6万余名。

一项制度，一路探索
“童心港湾”成立之初，村里人并不了

解具体背景，对于刘莲娟爱搭不理。甚至一
些不认识刘莲娟的人，以为她是骗子。忙活
了个把月，走进“童心港湾”的留守儿童还
不到5人，刘莲娟一度打起了退堂鼓。

为了帮助童伴妈妈们树立信心，在团中央共青团
“童心港湾”全国项目办的指导下，江西团省委会同省
检察院、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录制线上课程，组织122场
线下培训。刘莲娟就被送到四川省团校，参加了童伴妈
妈培训。

回到保全村后，刘莲娟现学现用，
请村里派出一名村干部，跟着她一起入
户。有了村干部的保证，家长们终于放
心。周子棵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奶奶的
陪伴下，走进了“童心港湾”。

如今，刘莲娟每个季度都要走进培
训课堂，或者在云课堂上学习。与童伴
妈妈和孩子们一起努力成长的，还有

“童心港湾”这项制度。2020年4月，在
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江西团省委与
省文明办、省乡村振兴局、省民政厅成
立了“童心港湾”项目办，团省委宣传
部工作人员孙蔚被抽调作为项目办管理
服务组负责人，“在这之前，我们又用了
两个月的时间，对全省农村留守儿童群
体进行调研。”

在设计“童心港湾”制度时，江西
团省委强调了童伴妈妈要在50周岁以
下、初中及以上学历的要求，并针对性
地寻找具有儿童教育背景的人选参与。
同时，在培训课中，对于学生学习辅
导、安全教育、家庭沟通等内容，设置
专门课程。

“不断吸取各个点上的操作经验来完
善制度。”孙蔚介绍，“童心港湾”试点
时，刘莲娟给团县委反映了一个问题：
有小朋友在打篮球时崴了脚。问题反馈
后，团省委及时与相关保险公司沟通，
最终统一为“童心港湾”购买了社会活
动公众责任险，相当于给“童心港湾”
区域内所有留守儿童购买了一份安全保
险。

一个平台，八方来助
目前，江西75家省直厅局都已依托

各自乡村振兴定点帮扶村建设起“童心
港湾”，有效充实基层项目建设力量。从
省直部门到国企、高校，从上市公司到
乡贤，没有直接动用财政资金，“童心港
湾”却将社会各界的目光聚焦于此，每
年筹集4000多万元资金。

在江西团省委书记邱凌看来：“社会
各界对留守儿童群体始终关心关爱，而
群团组织的优势，就是将这爱心的涓涓
细流，汇聚成江河。”

汇成江河的，不仅仅是资金和硬
件。各种公益伙伴的倾情加盟，让“童
心港湾”不只是童伴妈妈的“独角戏”。

从2022年 6月成为童伴妈妈以来，
卢婕和共青团赣州市南康区委负责人一
起，一直致力于将卢屋村“童心港湾”
打造成一个多元化的平台，吸引社会和
公益力量的参与。随着卢屋村“童心港
湾”名气渐响，公益伙伴们也越来越
多。从最初的两三名志愿者，到如今12
个团体。每个周末，卢婕都要和公益伙

伴们做策划、拿方案，忙得很充实。
“2023年将是服务提升年，通过优化管理路径，提升服

务实效，加大对于童伴妈妈群体的关心和支持，建强工作关
爱队伍，丰富关爱内容，形成关爱合力。我想，每个‘童心
港湾’都会成为留守儿童的心灵之家。”邱凌说。

（原载于2023年3月30日《人民日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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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宗河）近日，为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殷墟遗址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由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指导，河
南省教育厅、郑州大学、河南省社会科
学界联合会、河南省文物局、中国文字
博物馆、殷墟博物馆联合主办的殷墟甲
骨文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专题研讨会在
郑州大学召开。来自主办单位以及河南
省有关高校和文博单位的代表，古文字
工程专家委员会有关专家等共60余人
参会。

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负责同
志在交流中谈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十分关心关注甲骨文的研究与保
护，多次在不同场合发表重要论述，为
做好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传承
弘扬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遵循。教育
部、国家语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甲骨文

等古文字研究与应用工作，深入开展古
文字工程建设，将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殷墟遗址重要讲
话精神转化为落实举措和具体行动。河南
省作为古文字工程协同机制组成部门，应
依托丰富的文物资源、古文字资源，抓住
机遇、主动作为，进一步加强教育、宣
传、文博等领域的协同，加强古文字与中
华文明探源以及发展研究的结合，持续深
化古文字资料的整理和基础研究，打造集
教育、科技、人才于一体的协同创新平
台，加强宣传和创新转化，推动国际交流
合作，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推动古
文字工程建设高质量发展。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要进一步加强甲
骨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与保护工作，通过古
文字工程等重大语言文化工程的实施，深
入挖掘阐释甲骨文等古文字蕴含的历史思
想文化内涵；依托高水平科研项目，打造学
术精品、培养专门人才；建设涵盖多领域的
复合型学科，重视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

殷墟甲骨文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专题研讨会举办

又是一年清明时，那些逝去
的师者、先生，墓前的新草拱破
了千年的泥土，似乎在告诉人
们，有许多东西野火烧不尽，岁
月也烧不尽。

潘懋元、黄达、张厚粲、杨
叔子、杨福家……一串串名字，
拓写着一个时代的斯文，又如一
串串风铃，在岁月的幽深杳渺处
轻轻地摇响。

生命消逝在历史的长河中，
那些传奇和精神却在田野上被春
雨擦亮。任凭长风吹旷野，短雨
洗芭蕉，慎终追远思无限。

他们博学强识，并世所稀，品
行峻洁，如芳兰贞石。他们有的终

其一生，推动心理学和教育有机融
合，有的从学者、院士到大学校长，
两段人生都做到了卓越，为的是守
住那句“心不变，道尤宽”的风骨绝
尘。

他们一生总有一两句话，念
兹在兹：

潘懋元说：“我一生最欣慰的
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

黄达说：“好像我的一生就是
作为一名导游，了解、欣赏、介
绍并全身心地参与装点中国货币
银行学景观的旅程。”

杨叔子说：“一生苦作长途
马，万载哀鸣大泽鸿。”

……

祖国，他们为您背一根纤
绳，拖拽那伟大的船，悠远的帆。

他们身上承载着华夏文明的
精神，千秋万载，不改其志。危
难时，他们发出怒吼；太平时，
他们一路欢歌。

清风徐来，赓续永年。无数
师者如民族之信标，廓寰宇以兴
业。无数的先生如华夏之背影，
许岁月以文明。

风依旧，河的流水声依旧，
只是多了一群飞翔的鸟儿，鸟儿
读不懂平仄，却以啁啾咏。那一
刻，冰冷的墓碑仿佛有了魂灵，
有了生命。

（作者系本报记者）

师者如水悠远长
刘博智

▲4月4日，在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杨家铺烈
士陵园，杨家铺小学学生向烈士纪念碑敬礼。

朱大勇 摄

▶近日，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第八幼儿园的孩
子们来到田心镇马鞍山革命烈士陵园，向革命先烈
献花。 陈旗海 摄

“尊敬的各位叔叔阿姨，上午
好！现在咱们来到的是七里坪工会
旧址，1926年11月3日，七里坪‘柯
义生’杂货店店员郑行瑞遵照党组
织的指示，发动在长胜街各行各业
的店员、手工业者成立了七里坪工
会……”近日，在湖北省黄冈市红安
县七里坪镇长胜街，七里坪镇列宁
小学四年级学生陈鑫深情讲述着七
里坪镇的革命历史。

陈鑫今年9岁，从三年级开始，
她在学校老师的指导下学习讲解知
识，成为一名“小小红色讲解员”。
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如今陈鑫已经
可以熟练讲解七里坪镇的红色历
史。每到节假日，她都会抽出时间
为游客义务讲解。

“红安县是一片红色沃土，红色
资源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如何把资

源用起来，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探索
方向。”该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以培养“小小红色讲解员”为新
的发力点，加强红色文化和思政教
育的融合，不断创新红色课堂呈现
形式，已成为该县近年来传承红色
基因的“流量密码”。

“在列宁小学，我们专门开设
‘小小红色讲解员’社团，目前有50
名讲解员，学校配备2名在校辅导老
师和1名校外辅导员。”列宁小学校
长陈铭说，“社团在红安红色历史文
化概述、讲解员礼仪、现场导游及讲
解技巧和红安革命故事等方面对学
生进行培训，还邀请黄麻起义和鄂
豫皖苏区革命烈士陵园讲解员为教
师和学生授课。”

在红安县将军城小学，“小小红

色讲解员”社团早在2005年就已经
创办。校长祝伟国说，“小小红色讲
解员”社团已经形成一套成熟的管
理方式。社团着力培养小学生讲解
员“听、说、读、写、讲”5项基本功，还
与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
陵园、董必武故居纪念园等德育基
地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如今，红安县已有56836名中小
学生参与“小小红色讲解员”活动，经
过海选、评选、精选，共成立65支766
名“小小红色讲解员”队伍，开展讲解
700余次。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各校深
挖红安党史资源，先后编印了《红土
育新苗》《红军洞的故事》《将军的摇
篮》《红色七里坪》等校本教材；广泛
开展“小小红色讲解员”红色故事演
讲比赛、“红安红色故事”征文比赛、

“我心中的中国共产党”美术展、“新
时代好少年·红心向党”读书演讲比
赛等“第二课堂”活动，引导中小学生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通过讲解，“小小红色讲解员”在
活动中收获快乐、收获成长，在2022
年湖北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
项目大赛上，红安县教育局“小小红
色讲解员”志愿服务队获理论政策宣
讲类银奖。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小小
红色讲解员’宣讲队伍，发扬‘朴诚勇
毅、不胜不休’的红安精神，传承红色
基因，继续多形式多途径开展‘小小红
色讲解员’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听党
话、讲党史、跟党走，使之成为具有坚
定信仰、远大理想，能够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红安县教育局党组
书记、局长曾红波说。

湖北省红安县创新红色课堂传承红色基因

小小讲解员 红色传四方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刘先莹 尚紫荆

山东泰安岱岳区提高家庭教育教师队伍水平创新工作机制

家校社携手 共育幸福娃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李云涛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近
日，在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范镇中
心小学，当地家庭教育讲师团公益
巡讲“和美家庭 幸福岱岳”专题报
告会举办，岱岳区岳峰小学副校
长、家庭教育讲师团团长尹延红针
对如何与孩子沟通、及时鼓励孩子
以及做好家校共育等方面问题，结
合理论和案例对家长进行指导，引
领家长用心陪伴孩子一起成长。

作为山东省首批全环境育人实
验区，岱岳区以家校社共育实践探
索为实验任务，不断完善学校、家
庭、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

“我们把家庭教育工作列入全区
教育发展规划，联合区妇联、区关
工委等开展家庭教育工作研究，将
做好家庭教育工作列入学校、幼儿
园工作目标，成为学校评优、教师
晋级等工作的重要依据。”岱岳区委
教育工委副书记，教体局党组成员、
副局长张辉介绍。

同时，岱岳区组织资深一线教
师组成全区家庭教育宣讲团，发动
和吸纳老教师加入家庭教育志愿者
队伍，依托山东省中小学幼儿园家
庭教育指导校长（园长）、骨干教
师、种子教师培育工程等，通过双

周论坛、外出培训、举办沙龙等形
式，加强家庭教育知识和技能培
训，不断提高区、校两级家庭教育
教师队伍水平。

目前，岱岳区已有14人考取全
国高级家庭教育指导教师资格，21
人入选山东省家庭教育专家，30名
教师入选区课程研发名师工作室，
家庭教育讲师团获评山东省家庭教
育优秀志愿服务队称号。

在推动家庭教育工作机制创新
方面，岱岳区教体局指导学校建立
健全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制度、举办
家长学校、建立家访制度、健全教

学开放日机制，深入推进“家长空
间”网上家长学校建设；落实“1+
N”导师负责制，将学生划分为
10—15人的小组，由全体任课教
师、家长、校外辅导员、行政管理
人员、后勤人员等担任导师，确保
每一名学生都不掉队。

岱岳区教体局基教科科长张军
介绍，各校每月开展一次主题活动，
邀请优秀家长、专家学者、骨干教师
进校园，开展亲子故事表演、家庭趣
味运动会、家庭劳动技能大赛等活
动，推动全区家庭教育工作走深走
实，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本报银川 4月 4日讯 （记者 张
贺） 4月3日至4日，教育部组织专家
组赴宁夏开展“互联网+教育”示范
区建设验收工作。专家组表示，宁夏

“互联网+教育”示范区建设达到了预
期目标，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意通过
验收。

专家组实地考察了中宁县宽口井九
年制学校、利通区金积中心学校、银川
市第十五中学等3个地市、4个县区的
6所学校和2个教研中心，观摩了宁夏

“互联网+教育”成果展厅，并通过现
场听取汇报、查阅资料、交流访谈、质
询答疑等方式，经认真评议，形成验收
意见。

2018年7月，宁夏获批建设全国
“互联网+教育”示范区，聚焦五大示
范目标，实施十项重点行动，全区域推
进、全学段部署、全要素保障，实现数
字教育资源覆盖基础教育所有学科，
200M互联网接入、在线互动教室建

设、数字校园建设覆盖所有学校，数字教
学设备覆盖所有班级，信息素养测训覆盖
所有教师的“6个全覆盖”，提炼出统一
建设教育云平台、普惠共享数字资源、统
谈统付联网攻坚、数据驱动精准帮扶、县
县达标示范引领等经验模式，形成了“互
联网+教育”的宁夏经验、宁夏范例。全
区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综合指数排名全国
第五，教育信息化整体水平跃居西部前
列。

据了解，下一步，宁夏将在“互联
网+教育”示范区建设的基础上，大力实
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深入推进国家智
慧教育平台全区试点，加快推进教育环境
智能升级、数字资源高效供给、教学应用
创新示范、教育治理提能增效，以数字转
型引领教育变革，推动塑造以数字化为支
撑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赛道新动能新优
势，打造“宁夏经验”升级版，为全国数
字教育发展提供宁夏方案、贡献宁夏智
慧。

宁夏通过“互联网+教育”示范区建设国家验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