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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积石山12月25日讯（特
约通讯员 马绮徽 杨争荣）今天
8：30，甘肃省积石山县大河家镇
安置点内的大河家“帐篷学校”举
行升旗仪式。

41名学生和10名教师齐声高
唱国歌，少先队员行队礼，教师行
注目礼，共同注视着鲜艳的五星红
旗在帐篷外飘扬。

“今天的升旗仪式让我很感
动，地震后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
到校园，今天升国旗唱国歌，感觉
像在学校一样，每天还有很多人关
心我们，为我们学习做保障，我心
里特别温暖。”大河家小学六（1）
班学生马禹轩以护旗手身份参加升
旗仪式，她说，这个特殊的升旗仪
式让她永远难忘。

“在‘帐篷学校’上课与平时
的课堂感受确实不同，但能让我们
更加团结和振奋。我会努力教好每
堂课，调动学生积极性，高质量完
成教学计划。”大河家小学教师索
永清说。

从今天起，积石山县中小学陆
续复课。早上同一时间，积石山县
152所“帐篷学校”都因地制宜举
行升旗仪式，1136名教师下沉安置

点开展教学。另有9所小学经过鉴
定于今天陆续复学。

和在“帐篷学校”参加升旗仪
式的师生感受不同的，是来自柳沟
乡阳山希望小学和癿藏学区大庄小
学的师生。他们的学校经过鉴定可

满足复课需求，在震后第七天，两
所学校师生重新回归校园。

在阳山希望小学，各年级教师
按照本学期既定计划开展教学工
作。课间时分，五年级学生赵永兰
和小伙伴开心地在操场上比赛跳
绳，身后是班上一群喜欢篮球的男
孩正在对抗比赛。“看着学生回到
校园，我的心特别踏实，我们一定
尽力做好服务保障，让学生在学校
学得好、玩得好。”校长胡万辉说。

在大庄小学，学校为学生供应
了复课后的第一顿营养餐，热腾腾
的馒头和牛奶、鸡蛋发到学生手中
时，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发自内心
的笑容。“灾难无情人有情，历经
风雨磨难才会见到更美的彩虹，我
们积石山的学校一定会更好。”校
长马玉良说。

本报西宁12月25日讯（特约
通讯员 莫青）记者从青海省教育
厅获悉，截至今天，海东市三县中
小学已全面复学复课，其中线下复
课中小学355所，涉及学生11.86
万名；线上复课中小学16所，涉及
学生0.77万名。

（下转第三版）

帐篷外、校园里，五星红旗徐徐升起

甘肃青海震区中小学复学复课

通过远程操作，“开”着无
人车进入矿山、深井及有毒有
害等危险复杂环境中作业；借
助数字孪生技术，“穿越”到千里
之外的港口码头，当一回水手，
体验风高浪急的驾驶场景……
在武汉理工大学未来学习中
心，一幕幕数字赋能场景令人
耳目一新。

“学校全力推动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为学生打
造‘时时能学、处处可学’的
新型学习场景。”武汉理工大学
校长杨宗凯说，学校主动适应
人才培养新要求，将教育数字
化作为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引擎，创新办学模式、育人方
式和保障机制，数字赋能培养
卓越人才取得实效。

“虚拟现实”突破
“教”与“学”边界

“由于船舶巨大且难以操
控，我们很难有机会驾驶真
船，学校首创‘虚实融合’驾
驶实训系统，让我们在校就能
体验与现实完全一致的‘数字
孪生航道’，了解船舶进出港工
作流程，操控仿真拖轮并与真
实船舶交互，在混合现实中完
成船舶驾驶实训。”谈起仿真驾
驶，武汉理工大学航海技术
2102班学生任哲麟难掩兴奋。

在未来学习中心，不少学
生正在“实训”。学校充分发挥
紧密联系建材建工、交通、汽
车等相关行业办学的特色优
势，打造“无人工厂”“无人码
头”“无人汽车”等虚拟场景，
目前可提供数字化创新创业体
验、光纤传感网络体验、船舶
远程驾驶体验、智能汽车体
验、人机协作体验、水泥数字
工厂体验、汽车远程驾驶体验
等7个沉浸式体验学习场景。

在湖北省襄阳市一家企业的
生产车间里，武汉理工大学车辆工程专业研究生张泽涵正为热处
理智能化生产线的调试开发忙碌着。这是该校专业学位研究生第
3次集中到襄阳开展专业实践。

学校推动科教结合、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依托数据中台和
数据驾驶舱，推进与襄阳示范区、海南研究院等18个异地研
究院数据融合、互联互通；开设校企共建系列特色专业课程，
与相关行业企业联合打造“无边界”课堂、定制班，聚焦行业
急需解决的工程技术难题，联合培养卓越工程师，推动新技术
新应用战略合作，全面助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打造“时时能学、处处可学”新型场景
“通过翻转课堂、混合式教学、MOOC、微课、虚拟仿

真实验等新型教学形式，打破知识体系边界、促进学科交叉
融合，在书院、创新创业园、现代产业学院、异地研究院等
创新学习场景中，开展基于任务驱动式的小组合作学习将成
为‘新常态’。”2023级新生开学典礼上，杨宗凯希望学生们
尽快适应并融入“自我学习、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大学
生活。

2022年9月，武汉理工大学1400余名本科新生正式开启
“智慧书院”新体验。学校全力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
融合。课堂内，学校启动资源与数据双驱动的理工智课平台，
汇聚校内外高水平课程资源；课堂外，数字图书馆全年24小
时为读者提供服务，教育数字化体验与服务中心为学生提供体
验式学习项目等。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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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新安装插座2572
个、24小时自习室新增座位
2162个、学生宿舍增加的1272
台洗衣机已开始招投标……一
批师生急难愁盼的问题通过广
西大学基层党建“作业本”得
到及时解决。

近年来，广西大学积极探索
基层党建“作业本”模式，师生有
问题线上线下“留作业”，各级党
组织解决问题“做作业”，根据基
层党建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后是
否焕发出师生爱党爱国热情、是
否产出更多教学科研成果、是否
让基层党组织有更坚实的群众
基础来“判作业”。

成立总答题组，解
“两张皮”难题

10 月 7日，在广西大学
基层党建“作业本”——“师
生e见”小程序上，有一条计
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学生赵书
林留下的“作业”：“电脑和平
板不能同时登录，不方便学
习。”小程序上还能看到“作
业”完成过程：时任计算机与
电子信息学院党委书记钟诚将

“作业”分派至该院教工第五
党支部许杏处，许杏回复“信
息网络中心已计划于本周将上
网账号的在线终端数增加到4
个，下周可以同时登录”。

类似的问题在小程序上还
有很多：图书馆插座较少、自习
室不够、教师无法及时接孩子放
学、宿舍洗衣机数量不多……
一个个来自师生学习、生活、
工作中的问题均得到回复并得
以解决。

广西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少
健介绍，学校成立总答题组，书
记、校长任组长，多次召开专题
协调会；各二级机构党委书记
审题，组织研究分派“作业”，督
促党支部、党员做“作业”。

要做“作业”，就得有基本组织、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
制度、基本保障，就要推进支部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

广西大学党委书记、基层党建“作业本”总答题组组长
王乃学表示，判断基层党建工作做得好不好的重要标准，是
看广大师生的急难愁盼问题是否得到有效解决，是否破解基
层党建与群众需求“两张皮”的难题。

写下“暖心”答案，提升治理能力
在广西大学基层党建“作业本”中，有教师留下这样一

条“作业”：教职工子弟所在学校放学时间比教职工下班时
间早，小学目前仅周二至周四实行课后延时服务，教职工在
周一和周五存在接学困难。

为解决教师的“操心事”，广西大学写下了“暖心”答
案：学校协调幼儿园延长托管时间至6时30分，小学为有
接学困难的教职工子女提供课后延时服务到6时10分，各
分工会开设“多彩四点半课堂”。

“以前每逢周一，我得设置一个下午4时的闹钟提醒自
己接娃。现在孩子在‘多彩四点半课堂’，我们心无旁骛在
实验室做科研，这个‘作业本’我打5颗星。”动物科学技
术学院教师黄洁萍笑着伸出手掌比了个“5”。

马少健介绍，在探索基层党建“作业本”模式的过程中，学
校发生了许多变化，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对师生急难愁盼问题
的发现和解决思路更开阔，以师生为本的办学理念更加深入
人心，行政效率和部门协同联动能力也提升了。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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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教育强国建设新方位
2023年中国教育观察(上)

踔厉奋发 践行立德树人
——2023学校思政教育热点话题盘点

➡➡➡详见第九版➡➡➡详见第二版

本报12月25日综合消息 近
期，多地出现极端天气，为确保广
大师生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教
育系统高度重视低温冰雪天气防范
应对工作，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
调，确保防护措施落实到位。

山东：清雪、排查，保障师
生安全

近日，山东半岛频繁遭遇冷流
暴雪。山东威海文登气象站积雪深
度达74厘米，打破建站以来积雪
深度纪录。威海市教育局发布“以
雪为号·携手同心”清雪除冰倡
议，建立应急队伍，倡议全市教育
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教职员工积极
参与所在社区和工作单位周边区域
的清雪除冰工作。

为保障师生安全入校，威海市翠
竹小学提前筹划，以“包片划区”形式
做好分工，为师生通行安全保驾护
航。该校校长江军协调社区及相关
部门，组织铲车到校对积雪进行清
扫，副校长江彩娥按照预先划定的清
雪区域，安排分组清雪工作，多方协
作保证学生入校通道安全畅通。

暴雪之下，山东多市抓住“关键
点”，聚焦风险隐患排查整改。烟台
市积雪深度超半米，打破当地历史
积雪纪录，市教育局要求各区市各
学校对学校校舍、院墙及周边场所
进行安全检查检修，对老旧房屋、水

电气暖设备等重点部位进行排查，
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立即整改。

“恶劣天气期间，全市12处校
内体育场馆、20处大跨度屋顶食堂
全部关闭停用，防止出现顶棚坍塌
情况。同时，我们加强对校园自来
水管道的防护，预防管道冻裂，避
免次生灾害发生。”招远市教育和
体育局局长滕希田说。

“一令清晨干净入校园，二令

楼道门口双防护，三令环境区域保
安全……”海阳市育才小学围绕寒
潮天气和冰冻灾害，推出“让温情
融化冰雪、让爱心孕育未来”的

“十二暖心令”工程。为保障在校
师生放学安全回家，海阳市发城镇
第一小学校长王金德驱车前往姜格
等5个偏僻、路途泥泞的村落探查
路况，做好安全隐患排除工作。

（下转第三版）

山东等地教育系统积极应对低温雨雪冰冻

在寒冷冬季传递融融暖意

大图：12 月 25 日，甘肃省积
石山县柳沟乡阳山希望小学的学生
在复课首日举行升旗仪式。

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小图：12 月 25 日，青海省民

和县官亭镇土族中学教师郭玲玉
（左一）在民和县第一中学的教室内
授课。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 摄

近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实验幼儿园的小朋友在温暖
的教室里跳竹竿舞。受强冷空气影响，岑巩县近期气温骤降，各学校、幼儿
园多举措确保学生在温暖舒适的环境中安心学习。 唐鹏 摄

将读书区直接设在教室门口、楼道
里、操场边，孩子们随时随处可以拿起
书本沉浸其中……作为一所农村小学，
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大马学校的整个
校园，化作开放、灵动的图书馆。“书
香弥漫促成长，已经是我校一张亮丽名
片。”该校校长刘怡萌说。

多年来，石家庄市坚持以推进阅
读“小切口”谱写素质教育“大文
章”，不断完善机制夯实基础，搭建
平台全员共育，通过实施“大阅读”
工程推进书香校园建设并取得良好成
效。

联动共建，营造浓厚氛围

“书香校园建设是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重要部署的
重要内容，我们必须抓紧抓实抓细。”石
家庄市教育局局长赵立芬说。

在实施“大阅读”工程活动中，该市
采取部门联动、校际联动和校家社联动
等方式横向发力，营造全民阅读良好社
会氛围。依托1105所家长学校、103个
家庭教育示范基地、4759个“知子花开”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面向社区和家庭，
开展阅读讲座、名篇赏析沙龙、家庭故事

会等活动，累计参与人数超20万……
市教育局联合多部门成立青少年

读书活动组委会，全年16项特色读书
活动轮番登场，让200余万名师生“月
月有精彩、季季有收获”；组织“手拉手
结对子”公益帮扶活动，开展图书捐赠
和送课下乡活动；通过培养“故事爸
爸”“故事妈妈”等亲子阅读先进典型，
示范带动更多家庭参与。“把看电视、
玩手机的时间用于跟孩子一起读书，
可以让家庭气氛更加和睦融洽。”新
乐市实验小学四（8）班学生刘思佑的
妈妈感触颇深。 （下转第三版）

河北石家庄完善机制夯实保障，搭建平台全员共育——

校园“悦读”在这里蔚然成风
本报记者 周洪松

推动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 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