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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洪松）“我校共
3 个年级 2784 名学生 54 间教室，节能
护眼灯已于去年全部改装完毕，可调节
课桌椅除九年级外已更换完毕，九年级
更换工作本学期完成。”日前，河北省
任丘市第三中学校长向市教体局督导组
汇报工作。

连日来，任丘市教体局组织人员，
专门对全市各中小学护眼灯改装和可调
节课桌椅更换工作进行督导。

曾几何时，中小学生近视率居高不
下，校园里“满眼尽戴小眼镜”。这一
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成了让家长

“挠头”的烦心事。
“学生健康成长是‘天大’的事

儿，必须要认真对待、努力解决。我们
要分析原因，尽快拿出应对方案。”任
丘市教体局局长边国锋数次在工作会上
强调。

经市教体局相关科室深入调研，
两个方面的问题凸显：一是传统桌椅
高度固定，不可根据学生身高调节。
随着身高增长，部分学生甚至腿脚都
伸不直，长此以往会让学生形成不规
范 坐 姿 ， 导 致 驼 背 、 近 视 ； 另 一 方
面，学生使用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
时间增长，尤其是以往教室里的照明
设备频闪高、眩光严重，加上部分设
备老化，致使学生用眼疲劳，产生近
视。

问题如何解决？任丘市教体局研究
决定：率先在沧州各县区市利用校园运
转经费，推进本市中小学校可调节桌椅
和护眼灯更换工作。

根据任丘市教体局制定的 《学生课
桌椅分期更新实施方案》《中小学教室
采光设备改造方案》 及 《任丘市中小学
照明设备改造品牌选定方案》，全市中
小学可调节课桌椅更新分三年进行，有
条件的学校两年内完成；教室照明设备
改造分两年进行，两年内完工。

截至目前，任丘市中小学课桌椅更
新 已 完 成 计 划 的 三 分 之 二 ， 共 投 资
1500 余万元为 150 余所中小学更换可
调节课桌椅 70000 余套；全市中小学
教室照明设备改造已全部完成，共投资
1158 万元完成全市 150 余所中小学校
2400余间教室的改造工作。

走进任丘市三中七年级 （1） 班教
室，只见学生们的课桌椅从前到后逐次升高，甚至同排桌椅高度也各
不相同。每张课桌下方设有一个置物筐，放着书包、课本、水杯等物
件。打开照明设备，柔和的灯光照亮教室各个角落。“看，每个位置
的学生拿起书本，基本上都不会产生阴影。”校长王中江边介绍边做
演示，“很多时候，学生白天上课都愿意拉上窗帘打开灯。即使这
样，因为护眼灯节能效果好，现在的电费还是比过去少了许多。”

成效显而易见。据教体局近三年来的抽样跟踪统计结果，更换可调
节课桌椅和护眼灯之后，全市中小学生的近视率呈逐年大幅下降趋势。

解决关键小事，提高了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和幸福指数。“更换可
调节课桌椅和护眼灯，呵护了孩子们的眼睛，守护了孩子们‘光明’的
未来。作为家长，我很舒心。教体局真是办了件大好事！”白塔小学三
年级 （2） 班孟子凡家长的一番话代表了百姓心声。

“目前，剩余不到三分之一的可调节桌椅更换工作正在加快进行，
我们还计划为有条件的学校加装空调，并加快数字化校园建设等改善办
学条件工作。”边国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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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学生与家人的温馨合照“上墙”展
示，用镜头记录幸福；举办“爱别等，孝别
迟”主题摄影展、“画中家国，笔墨春秋”
拼贴插画展等，探索“一屋一室、一课一
品”模式；依托图书阅览室等载体，定期
讲授书法、绘画等课程⋯⋯走进重庆医
科大学桂苑学生园区“家”文化艺术长
廊，就似赴一场美育的盛宴。

“家”文化美育实践、学生党员寝室
挂牌、“社区人文讲堂”“青年学生面对
面”座谈交流⋯⋯近年来，重庆医科大学
以党建为统领，构建“纵到底、横到边、全
覆盖”的“一站式”学生社区党建工作模
式，让教育如微风细雨润泽学生心田。

构建全域育人“强阵营”

如何构建起“全场域”“全天候”“全
覆盖”育人服务的坚强队伍？

重庆医科大学聚焦学生社区的“四
大力量”，建设“五支队伍”。学校党委书
记覃正杰介绍，近年来，重庆医科大学持
续整合领导力量、管理力量、思政力量、
服务力量、朋辈力量下沉学生社区一线，
形成“常驻社区力量+联系社区力量”全

员参与协同育人的工作局面。在学生社
区逐渐形成院系领导引领、成长导师协
同、辅导员队伍入驻、同辈群体互助、生
活服务老师常驻的 5 支队伍协同育人，
集聚多元育人力量及时解决学生思想问
题和实际困难。

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中，学校将
党建积极融入社区治理中，纵向管理上在
社区成立功能型特设党支部和社区管委
会，通过整合撬动校内各方资源，统筹建
设社区各项工作，实现全方位、多维度管
理和服务社区学生，从而进一步提升学生
社区治理效能。近三年，学校还以打通育
人“最后一公里”为目标引领，潜心培育了
51个校级育人精品项目，成功创建为重庆
市“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高校。

丰富科教协同“微生态”

“老师，怎样用微生物在培养皿画出
一个CQMU？”“在培养皿里呈现不同颜
色的CQMU字符，需要根据实验方案的
设计，筛选能产生色素的细菌，无菌操作
精细绘制，根据不同生长特性，让其生长
繁殖，并最终呈现出图案⋯⋯”重庆医科

大学基础医学院病原生物学教研室副主
任涂增老师回答。“美育融科学，德育并
学科，智育联专业”在这场校园微生物培
养皿艺术大赛中得以充分体现。

据重庆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冯跃林
介绍，学校基础医学院党委充分发挥学
生党支部作为重庆市样板党支部党旗领
航作用，主动融入学生社区特设党支部
党建引领学生人才培养工作，选“小、微、
美、专”不同思路切入，以“微比赛”入手，
培育和锻造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近三年，“解剖学绘图大赛”“我与实
验动物的故事”等“小而美”的比赛，每年
举办数场，参与人数达4500余人次。目
前，已经构建起“学院领导—导师—辅导
员—学生”科研育人微环境，实施“教师
与行政贯通的治理模式”与“第一课堂和
第二课堂贯通的育人格局”，把思想价值
引领贯穿选题设计、科研立项、项目研
究、成果运用全过程。

打造数字社区“大智汇”

“为什么‘智汇重医’App 里面的课
表服务功能消失了？”“在网上报销专利

费需要提交哪些材料？”⋯⋯“我们的‘拍
立办’上线三个月，目前已经收到问题
230 余条，48 小时内答复率百分之百。”
重庆医科大学党委办公室主任谢勇刚打
开“智汇重医”App 里的“拍立办”后台，
挨个查看师生反映的问题和相关部门给
出的答复。

学校将主题教育“惠民暖心优服”行
动与打造新时代“红岩先锋”变革型组织
试点工作中的常态化服务基层、服务职
工、服务学生的“三服务”工作机制有机
结合，将“即接即办”师生诉求作为“一把
手”工程推动，运用信息化数字化手段，
建立“拍立办”平台。师生在工作学习生
活中遇到各种问题，都可通过该平台提
出问题诉求和意见建议。

以“智慧校园”建设为抓手，重庆医
科大学通过数字化迭代升级提高学校党
的建设和管理服务效能，以数字化改革
引领、撬动、赋能医学教育现代化，探索
形成了一批具有重医辨识度和影响力的
实践成果。下一步，重庆医科大学将继
续在学生社区组织架构、育人内涵、数字
赋能、文化浸润上创新发力，不断探索党
建统领下的新型学生社区治理格局。

重庆医科大学以党建统领构建学生社区育人“微环境”——

“微风细雨”润泽学生心田
通讯员 刘湘 杨坤蓉 本报记者 胡航宇

今年秋季开学后，师生发现，山东省
德州市武城县职业中专教师队伍里增加
了 42 张 硕 士 新 面 孔 ，这 也 是 该 校 自
1970年建校以来，首次集中引进这么多
高学历人才。

是什么吸引了他们来到县城投身职
业教育？“近年来职业教育越来越受重
视，办学越来越有活力，教师发展空间越
来越广阔。”武城县职业中专党总支书记
范福亮揭开了谜底。

武城县职业中专老校区位于县城区
中心，只有 65 亩地。3300 多名学生、
200多名教职工挤在有限的空间里教学
生活，成为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因
素。面对困境，该怎样“破局”？

2022 年 5 月，武城在县城西郊启动
了武城县职业教育和公共实训基地建设
项目。该项目占地 505 亩，建筑面积达
13.1 万平方米，投入资金 14 亿元。目
前，已有 10 余个单体项目完工，其他项
目正在进行主体施工。“职业教育的事，
必须顶格办！”谈起项目建设，武城县委
书记朱恩鹤表示，要加快发展职业教育，

培养更多新时代应用型人才，服务地方
经济。

这所新学校将于明年 12 月投入使
用，是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企业真实
生产和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水平产教融
合实训基地，可容纳 200 个教学班、1 万
名学生在校学习，年社会培训能力可达
5000人以上。对此，武城县县长王丽慧
说：“政府统筹安排，集中优质资源，全力
支持职业教育发展。”

不仅如此，武城县在财政、编制紧张
的情况下，已经连续 3 年每年为职业中
专补充师资15人以上。今年，又克服重
重困难，为这所学校引进具有硕士研究
生以上学历的教师50人。目前，第一批
42人已经到岗。

“一个不算富裕的小县，对职业教育
如此重视，是吸引我来此工作的重要原
因之一。”已有两年水利勘察单位工作经
验、辞职应聘到武城职专任教的山东农
业大学硕士研究生陈龙霄说，“我相信在
这里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职业教育“接地气”才能“有底气”，

学生才能掌握“真才实学”。近年来，武
城县职业中专主动对接区域产业和先进
企业需求，新开设了工业机器人技术应
用、无人机操控与维护等 6 个区域急需
专业，并按照“专业+企业”的“双主体、
分段式、工学交替”教学组织模式，与德
州职业技术学院、龙祥公司三方构建起

“两校一企”合作模式，与水星汽车部件
公司等企业开展了“一校一企”模式，与
京东集团、火山引擎等企业开展了“飞地
合作”模式，与北京李尔集团、青岛海尔
集团开展校企联合培养试点⋯⋯聚焦企
业需求，深耕产教融合，推进订单培养和
企业学徒制模式。

武城县职业中专副校长赵兴录介
绍，目前，学生在升学与就业之间的选择
更加多元。近年来，该校每年有毕业生
1200 人左右，升入本科院校的保持在
200 人以上，升入高职院校就读的占
90%以上，加上部分选择直接就业的学
生，学生有效就业率达到100%。

职校教师的发展空间也越来越广
阔。9 月 10 日，武城县职业中专新教师

陈龙霄与建筑专业骨干教师孙敬国结成
了专业教学的师徒关系。和他一样，42
名新入职教师在他们的第一个教师节全
都有了自己专业成长的“师傅”。“通过一
对一‘青蓝工程’，我们致力于在教师成
长上下功夫，帮扶青年教师尽快成长。”
该校副校长于奎川说。

此外，该校还实施了“培名师”工程，
学校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
方式，让教育专家、专业匠才走进校园，
支持教师“走出去”积极参加培训、走访
交流，为教师专业成长和事业提升搭建
了大平台。学校还鼓励教师参加各级教
学技能大赛、班主任能力大赛等赛事，以
赛促教，提升专业素养，并连续两年承办
了山东省技能大赛中职组“沙盘模拟企
业经营”赛项，助力教师与学生共同成
长。

“今年新来的42名教师，一半以上
是专业技能课教师。我们要以职业教育
的大发展让他们来得了、留得住、扎下
根、有成就，开拓出县域职业教育跨越
发展的新天地。”范福亮说。

山东省武城县聚合优质资源，统筹推进县域职教——

“职业教育的事，必须顶格办！”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廉德忠 张晓帆 魏桂亭

■基层速递

本报讯 （记者 史望颖 通
讯员 陶丹青） 近日，宁波市象
山县丹山书院陈素蓉老师以渔船
结构为灵感设计了灵活多用、安
全可靠的体操器械，可供一至九
年级各学段学生练习蹦跳、攀
爬、悬垂等内容。在此基础上，
陈素蓉的小学器械体操课通过创
设情景式、主题化的练习与游
戏，让学生提高肢体的协调能
力，增强身体活动时的稳定性。

推 动 “ 双 减 ” 政 策 以 来 ，
象山县教育系统从丰富的渔文
化资源中捕捉可以让体育生发
的着力点，打造基于各学段实
际的“海味”体育课堂。

在象山，体育学科的外沿在
不断延伸。在宁波海洋职业学
校，该校篮球队队员、长跑和铅

球体育特长生们组成了鱼灯舞社。
在训练中，他们手持几十斤重的道
具，配合激昂迅疾的鼓点快速变换
阵形，让社员们的体能和节奏感都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象山县高塘
岛乡中心幼儿园，孩子们成了体育
课的设计师和创玩家。他们从自身
的渔家生活经验出发，亲手织渔
网、搭跳板，搭建自己熟悉的海洋
场景和赛道，进行室内跑酷。

象山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象山县结合本地渔文化资源开
展体育活动，学生不仅强健了体
魄，还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传统文
化的熏陶。当前，象山县正依托家
长学校和微信打卡小程序等，为学
生们提供科学、专业的课后体育辅
导支持，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共
同参与的体育教育新生态。

宁波象山：

将渔文化融入体育课堂

■一线创新

近日，2023 年天津市蓟
州区中小学田径运动会在蓟州
一中体育场举行。据了解，近
年来，蓟州教育系统全面实施
素质教育，积极打造“五育”
并举、全面发展的育人体系，
学校群体性和特色体育获得蓬
勃发展。

本报记者 徐德明 通讯
员 李新宇 摄

运动燃激情
青春绽风采

■看基层看基层

薄薄的晨雾中，江苏省新沂市岭西
村吴浩的奶奶又准时带着宝贝孙子来到
了村部的“未来书屋”中开始快乐地阅
读了。“书屋建成时，我家孙子才两
岁。现在孙子每天早饭后，都要拉着我
的手去村部看书。”

“书屋都是建立在村部，由村部提供
房子，并安排专职人员进行图书购置、登
记造册、书籍管理。”新沂市教育局职社
科负责人赵新峰介绍，“未来书屋”创建
主要侧重于相对偏远的农村，已经在高

流、草桥、时集、合沟、棋盘、新店等乡镇
创建了 8 家“未来书屋”，给孩子们营造
一个更舒心的阅读环境。

这是新沂市教育系统用心为民办实
事的一个缩影。用心听民意、解民忧，
新沂市还开展“游泳进校园”与“延时
服务”两项活动，帮助家长解决孩子

“没时间接”“无人照看”的难题。
“我们这边留守儿童比较多，地方

水系发达。每到夏天，学校、家庭、社
会防溺水压力就很大。游泳进校园活

动，解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同时也让
学校教师从压力中解放出来，更好地享
受愉快的假期。”新沂市双塘镇九墩小
学校长杨金宝说。

“新学期的课后服务工作在开学第
一天就正常启动了，合沟中心小学根据
学生兴趣、家长需求、学校实际，进一
步调整优化课后服务内容，结合学校少
年宫的师资、场地优势，实现了对有课
后服务需求学生的全覆盖。”合沟中心
小学校长彭三虎说。

目前，市新安中心小学的花样跳
绳、港头中心幼儿园的足球、春华小学
的合唱团、时集小学的“陶桃”书法社
团等已全面开启服务功能，有力地缓解
了家长的急难愁盼。

“新沂教育系统会不断深化课程内
涵，持续扩大覆盖面，从解决家长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需求出发，更好
地服务新沂经济发展，为构建高质量发
展宏伟蓝图贡献教育力量。”新沂市教
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李成娟说。

江苏新沂：用心解决好家长“烦心事”
特约通讯员 赵建 通讯员 徐冬青

近日，浙江省开化县华埠镇中心小学被秋收的“甜蜜”包裹。学生
们上学期种下的番薯和甘蔗成熟了，在学校劳动教师的组织下，学生在
欢声笑语中收获这份“甜蜜”。

通讯员 林靓 王兆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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