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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林焕新） 近日，
教育部就做好2024届部属师范大学
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发布通知，
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保障符合就
业条件的公费师范生有编有岗，全部
落实任教学校，严禁“有编不补”。

在就业教育和就业服务方面，通
知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部
属师范大学要高度重视公费师范毕

业生就业工作，加强就业教育，引
导动员广大公费师范生树立正确的
人生观、价值观、成才观，弘扬教
育家精神，争做“四有”好老师。
要优化就业服务，充分利用信息技
术手段，通过手机信息、APP等有
效途径，及时公布并有针对性地推
送用人信息及人事招聘政策，做好
公费师范生就业岗位选择与中小学

教师岗位需求的有效衔接。
在落实岗位方面，通知要求，各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持续组织公费师
范生专场招聘活动，通过优先利用空
编接收等办法，保障符合就业条件的
公费师范生有编有岗，全部落实任教
学校，严禁“有编不补”。2024年5
月底前，确保90%的公费师范生通过
双向选择落实任教学校。2024年6月
底仍未签约的公费师范生，其档案、
户口等迁转至生源所在地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由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
有关部门统筹安排到师资紧缺地区的
中小学校任教，公费师范生离校前须
全部落实任教学校。

教育部部署2024届部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

保障符合条件的公费师范生有编有岗

本报讯（记者 林焕新） 1月23
日，教育部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
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
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工程师
奖”首次评选表彰之际作出的重要指
示精神和“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大会
精神。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
主持会议并讲话。部党组成员出席会
议并作交流发言。

怀进鹏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省
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
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思想深邃、论述精辟、内涵丰富，具
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针对性、
指导性，我们要认真学习，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
来。要提高政治站位，系统深入抓好
学习贯彻，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结合起来，不断增强教育

系统党员干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能
力水平。要立足强国建设大局，围绕
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
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
章，持续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加快构
建中国特色金融学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话语体系，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现
代金融体系对人才培养的需求，在核
心课程、核心教材、核心教学团队建
设上下功夫，把握好金融类专业与计
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交叉
融合的新趋势。要强化协同配合，会
同有关部门加强教育领域金融风险防
范。

怀进鹏强调，中央人才工作会议
召开两年多来，教育部党组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在加快培育卓越工程师、会同有
关部门深化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方面
取得积极进展。此次“国家工程师
奖”表彰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
记作出重要指示，对教育部深化卓越

工程师培养改革提出了新要求，要紧
紧锚定自主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的核
心目标，以更坚定的决心、更务实的
办法、更完善的制度、更有力的举
措，持续落实落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要对标国家战略急需，深
入实施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试点。要
做实做优卓越工程师培养新平台，制
定卓越工程师学院和创新研究院建设
标准，聚焦关键领域持续加大急需高
层次人才培养力度。要完善卓越工程
师培养要素，加快建设工程硕博士核
心课程体系，抓好实践、树立标准。
要建强教师队伍，推动工科教师行业
企业实践常态化、制度化。要深化评
价机制改革，根据工程技术学科领域
特点完善人才培养体系。要加强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加强产学研深度融
合，在攻关任务中培养工程技术创新
人才。要优化招生结构，引导高校加
大理工科招生比例。要做好政策支持
保障，引导人才聚焦国家重点领域、
重点产业开展协同攻关。

教育部党组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立足强国建设大局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本报讯（记者 高毅哲） 1月23
日，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调
研北京邮电大学，了解重点实验室建
设、智慧教育、大学生创新实践、校
园安全管理等情况，并看望慰问该校
陈俊亮院士。

怀进鹏指出，北京邮电大学要立
足新时代新使命，大力弘扬“网络强
国、网信报国”的价值追求，围绕全
面加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深入探索，
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更大贡献。要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发展需求，加强基础
研究，深挖底层技术，加快原始创新
突破，全面提高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

培养质量，培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
要发挥信息科技特色优势，抢抓数字
技术、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科技变革和
产业变革先机，积极探索跨学科融
合，打造多样化多类型电子信息人才
培养体系。要主动对接国家和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需求，以提升学生实践能
力为导向，鼓励更多学生投身创新实
践，构建鼓励学生创新的育人生态。
怀进鹏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
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
感，用更严格的制度、更扎实的举
措、更有效的执行，做好隐患排查，

压实主体责任，切实筑牢校园安全防
线。

在看望慰问陈俊亮院士时，怀
进鹏说，陈先生是我国信息领域的
老专家、老前辈，为我国科学技术
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突出贡献，
树立了教书育人的榜样，我代表教
育部党组向陈先生和教育系统广大
教师致以新春的问候。希望广大青
年教师学习陈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
心系祖国、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科学家精
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
献智慧和力量。

怀进鹏调研北京邮电大学

发挥信息科技优势培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

好老师的模样·走近仲广群

仲广群离开后，那个“每天早
上站在校门口，笑眼弯弯迎接孩子
相互问好”的身影，成了家长和孩
子们难以忘怀的记忆。

“感谢您带给每个瑞北小学孩子
的温暖，这份温暖给了我太多太多
勇气。”

“您每天早上在校门口迎接孩子
们的身影还清晰地出现在眼前，我
们一直都为有您这样的校长而幸福
自豪。”

“和蔼可亲的校长，可敬可爱的
校长，祝您一路走好，我们会一直
怀念您！”

……
南京市瑞金北村小学的微信公

众号里，学生和家长纷纷留言，寄
托哀思，表达怀念与崇敬。

三尺讲台，仲广群一站就是36
年，他改变了无数学生，暖如冬
阳。他常说，作为教师，要坚信每
一个学生都会获得成功，肯定他们
的每一次进步，善于发现他们身上
每一处“闪光点”，欣赏他们的价
值，让学生的人生旅途充满掌声笑
声，给他们以自信。

学生们回忆说，一直以来，仲
老师的教学方法都很新颖，带过的
班总是充满欢乐的氛围。孩子们都
喜欢跟他“肩并肩”讨论问题，直
到夕阳西沉，才会满怀喜悦地回家。

仲广群曾经的学生储剑伟告诉
记者，自己因为“爱上数学”影响
了语文学习。仲广群得知后放学常
常留自己在教室，亲自辅导储剑伟

背诵和默写，“他当时认真的模样，
至今仍激励着我”。

教育人的爱总是那么深沉、坚
定。2015年8月，仲广群担任瑞北
小学校长。在他的“搭档”、学校党
总支书记刘丽看来，仲广群对学生
的爱还集中体现在他始终坚持“五
育”并举的办学理念，用教育“为
孩子的幸福成长奠基”。

“让儿童活泼泼地学。”是仲广群
对学校青年教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他一直告诉教师们，要用开放的姿态
保持对教育的热爱与执着，努力做
小学生的“大先生”，还把青年教师
称为“瑞北小学的未来之星”。

“他就像一扇窗户，透过他能够
看到自己期待的未来模样。”青年教
师颜梦婷说，“加减乘除，算不尽仲
校长对学生的爱，他让一群人更加
明白小学教育对学生人生的意义。”

“凡是关于学生的事，都是他最
上心的事，他亲自抓学校的体育特
色，抓学校的各类社团建设。”刘丽
说，仲广群总是对有关孩子的事情
那么关心、那么严谨，尤其注重家
校共育。2018年，他主动发起成立
了“瑞友联盟”，促进家校共育；
2021年，又精心编印了原创带娃指
南——《家校共育指南》。

（下转第二版）

他对学生的爱，加减乘除都算不尽
——学生和家长眼中的仲广群

本报记者 缪志聪 通讯员 杨潇

仲广群和学生在一起。 资料图片

开栏的话
旧岁已展千重锦，新年再

进百尺竿。在这年轮添新纹之
际，今天起，中国教育报启动“新
春走基层”主题采访活动。多路
记者奔赴大江南北，深入田间地
头、校园角落，用心聆听教育改
革创新的时代脉搏，用笔尖记录
温暖人心的教育故事，展现建设
教育强国新征程上，教育系统广
大干部师生的新面貌、新作为、
新期冀。敬请关注。

“这就是精忠报国千秋颂，民
族英雄美名扬。”1月21日，在天
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新春皮影
小剧场里锣鼓敲响，天津市蓟州区
第六小学皮影艺术社团的学生们正
用自制的皮影演出一场《精忠岳
飞》。

活动现场，你方唱罢我登场。
皮影戏、武术、器乐……演到精彩
处，现场响起阵阵掌声。

庙会是中国民间传统风俗活
动，承载着许多人关于新春的美好

记忆。对于天津的孩子们来说，这
场属于他们的娃娃庙会最是难忘。

在这里，孩子们不仅是庙会的
观众，更是庙会的“主人”。

1月 21日一早，天津市和平
区岳阳道小学三年级学生徐瑞谦就
拉着妈妈前往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
中心。他曾多次参加娃娃庙会，就
在前一天，“童享同欢乐 一起过大
年”天津市第十五届娃娃庙会开
幕，他迫不及待地要去逛一逛。

在庙会入口，徐瑞谦就已激动
起来。迎面的大红门上一副书法对
联写着“津味津韵津气神 童心童
趣童前行”，横批是“娃娃庙会”。

“我很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现在正
在学习书法，所以一下就被吸引
了。”徐瑞谦向庙会大门里张望，

“感觉今年来娃娃庙会的人更多
了”。

9点刚过，娃娃庙会已人头攒
动。和平区中心小学三年级学生赵
海宁、赵栀圻是同班同学，两人结
伴而行。她们手中拿着面人、糖葫
芦，开心地聊着天。“捏面人的董
师傅太厉害了，他捏的那一筐小鸟
真可爱，让我想起美术课上捏的彩
泥。”“还有画糖画的师傅，他画的

小兔子像真的一样。”
庙会带给孩子们很多新奇的体

验。庙会右侧是“老字号”一条
街，在桂发祥十八街麻花虚拟造景
摊位，孩子们上手体验麻花的制作
工艺；在粮店里，孩子们拿着粮票
油票体验换粮食、称米面……左侧
是民俗文化展示区，糖画、龙嘴大
茶壶、草编等民俗非遗文化展位
上，非遗传承人现场制作、教学，
孩子们睁大了眼睛。

在庙会最前方的新春小舞台
上，伴随着欢腾的音乐声，天津民
间民俗艺术表演团团长郑建国抖动
着手中的空竹。天津市河北区新开
小学六年级学生赵紫彤对此好奇不
已，上台体验了一番。

“一二三、一二三，不用太使劲
儿。”郑建国手把手耐心地教着，很
快赵紫彤就能自己转起空竹来。这
让更多小观众跃跃欲试，他们把郑
建国围了一圈。（下转第二版）

娃娃庙会 娃娃做主
本报新春走基层融媒体报道组

1月 17日，四川省绵阳市梓
潼县演武小学的74名学生迎来了
寒假前的“最后一课”。

演武小学所在的演武镇，位于
成都平原与七曲山的交会处，曾是
古蜀道上的重镇。据载，诸葛亮北
伐时曾屯兵演武于此，李白描述的

“蜀道之难”由此开始。
历史的烟云散尽，唯留下参天

古柏一万余株，密密匝匝挺立在古
道两侧，绿影婆娑、遮天蔽日，被
古人称为“翠云廊”。

下午 3点，冬日和煦的阳光
透过古柏碧绿而浓密的枝叶，投
射出一道道金色的光束。小学生
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快步走上古

蜀道，开始以古柏为主题的研学
活动。

“这柏树叫‘秦昭襄柏’，有
2300多岁了，是古蜀道上年龄最
大的古柏。”语文教师张钰莎率先
开讲，两年前刚入职的她，为了
把古柏的故事讲好，请教老教
师、研究文献资料，颇下了一番
功夫。

“老师，为什么牌子上说它是
‘草鞋柏’呢？”有眼尖的学生向张
钰莎发出追问。“咱家乡有个传
说，三国时一位母亲企盼参军的儿
子平安归来，日日在树下编织草
鞋，后来心愿果然达成了……”近
两年，由于经常带学生走上古蜀道

开展研学，张钰莎对这里的一草一
木如数家珍。

初到演武小学工作，张钰莎也
曾经历迷茫。演武小学建校于
1904年，历史悠久。百年来，一
代代学子踏着古蜀道，走出大山，
成长成才。到20世纪90年代，学
校还有学生上千人，随着城镇化进
程不断加快，到2010年以后，学
生人数便已不足百人。

学生少、教师少，教学缺氛
围、校园少活力，这是张钰莎来到
学校的突出感受。“尤其到了晚
上，万籁俱寂、一片漆黑，校园就
像是被遗忘在古蜀道上的‘孤
岛’。” （下转第二版）

行走蜀道 趣在“研”途
本报记者 鲁磊 通讯员 葛仁鑫

新春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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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天津市蓟州区第六小学的
孩子们在演出皮影戏。 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