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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程墨 通讯员 邹永宁 尚紫荆） 为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以“用”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
体系，近日，湖北省武汉市出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政
策措施”，着力打造校地深度融合发展先行区。

武汉市提出，开展在汉高校院所服务地方贡献度评价，将
人才留汉使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地方发展等情况，作为地
方对在汉高校院所建设用地、财政资金等支持的重要依据，择
优给予最高3000万元综合奖补。

同时，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支持高校院所、医疗
卫生机构、国有企业、具有科研活动能力的企事业单位开展赋
权改革，授予成果完成人 （团队） 权属比例不低于 70%的职
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赋予科研人员不低于 10 年的职务科技成
果长期使用权。探索职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制度，以作价入股
等方式转化职务科技成果形成国有资产的减值及破产清算，区
别于现行国有资产形成的股权，不纳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管理
考核范围。

在强化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方面，武汉市提出，高校院
所、医疗卫生机构等单位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全部留归本单位，
纳入单位预算，实行统一管理。科研人员在职务科技成果转化
中开展技术交易活动并办理技术合同登记的，可按照规定获得
70%—99%的现金奖励或者股权激励，并按税法规定享受个人
所得税优惠政策。

湖北武汉：

开展高校服务地方贡献度评价

“同学们，古人在还没有发明纸的年
代，用什么来记录生活以及人类历史文明
的呢？”安徽省阜阳市清河路一小教师庞
静带学生走进阜阳博物馆，了解阜阳汉简
的发掘历史，加深学生对简牍的认识。

近年来，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以“博
物致知”为导向，在中小学设置“微型博
物角”，并以馆校合作的形式盘活当地科
教资源，构建多元育人体系。

“校级博物馆”释放育人能量

石磨、纺线机、竹篓、锄头⋯⋯走
进安徽省阜阳市程集镇王湾小学农耕
博 物 馆 ， 鲜 活 的 农 耕 记 忆 扑 面 而 来 ，
约 40 平方米的展厅内，陈列着 100 多
件老农具，旁边是学生们制作的文字
介绍。学校在筹建校级博物馆时，发
动学生走家串户收集农具，建立“农
具博物馆”。

以王湾小学为代表的阜阳市中小学，
立足于“五育并举”的教育需求，因地制
宜自建校级博物馆，成为课堂的有效延
伸。

走进阜阳市六里小学，会看到学校的
门窗、走廊、墙壁，整个空间都在讲故
事：校门口的电子屏上展示着“两弹一
星”元勋钱学森、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
华、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的事迹，教学
楼走廊里，张贴着屠呦呦、袁隆平的宣
传板⋯⋯

校园还是展示中国古今科技发展史和
最新科技成果的载体。学生在教师的指导
下进行资料收集、讨论研究，每周末的

“科技群星闪耀时”主题班会，学生会分
享自己“追星”的心路历程。学校负责人
梁陆红介绍，现在的学生喜欢“追星”，
学校就把校园打造成“科学家博物馆”，
把追星转化为自我激励，打造领航青少年
成长的“北斗”。

用好博物馆，构建多元育人体系

为让沉睡的文物“活”起来，颍州区
教育局教学研究室牵头，组织了多样化的
博物主题特色教研活动，让中小学教师加
入到博物馆教育中来，为学生提供个性化
精准教学。

“阜阳市现存办学最久的学校是哪一
所？”“阜阳市最早从事革命活动的是哪
里？”带着这些疑问，阜阳市北城小学四
年级的学生来到了阜阳市博物馆和阜阳市
革命烈士纪念馆进行探索。学生们在革命
烈士馆找到了革命烈士张蕴华、周传业、
周传鼎的革命事迹等。

展区就是教案，文物就是教具。近
年来，颍州区各中小学与博物馆、革命
烈士纪念馆、科技馆等社会资源进行深
度 “ 馆 校 合 作 ”， 一 系 列 “ 共 建 · 共
育·共传承”社会实践活动课程建设将
公共教育场所变成颍州青少年教育活动
的“课件库”，盘活了颍州区的社会资
源。

“很早以前，人们发现房屋、树木会
在太阳光下投射影子，于是就有了‘立竿
见影’的成语。后来，古人又发现影子的
长短、方向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变化的。”
阜阳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圭表是当时中国
天文观测技术领先世界的重要实物见证，
在东清小学“天问”社团完成研学后，辅
导教师丁玉平给孩子们留的课后作业是：
制作“量天尺”并测量影长。

“馆校融合”满足学生个性需求

今年以来，颍州区教育局还推进“馆
校融合新课堂”，着手与各类馆所共同开发
课程菜单：六里小学的“博物有礼”，阜纺
小学的“东坡守颍”，莲池小学的“赛博时
代”⋯⋯和各馆所联合开发的现场教学课
程，涵盖了体验型课程、探究型课程、拓
展型课程和实践型课程等不同类型，充分
满足不同学生的个性需求。

在教育局的大力推动下，各中小学纷
纷将阜阳市丰富的文物、博物馆资源和内
容渗透到学科教学，与各类场馆开展研究
性学习、项目式学习、社会实践活动，构
建了一体化馆校合作机制。

不仅如此，各中小学还在常规教学中
邀请文物专家到学校授课、讲座和参与教
学，设计从博物馆展厅到文物景点景区的
研学课程和线路；组织中小学生到馆所担
任讲解员和志愿者⋯⋯颍州区加强“馆校
融合”，在中小学生心中种下“博物致
智”的种子，以深厚的文化内涵共同构筑
出学校实践教育新高地。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强化馆校合作，助推“五育并举”——

博物馆成育人“第二课堂”
特约通讯员 刘银燕

“村里整治了废旧坑塘，
再也不用担心环境问题了。”
近日，山东省昌邑市柳疃镇南
西高村里的几位老大爷高兴地
聊着天。原来，昌邑市教育和
体育局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带
领村“两委”全力做好乡村振
兴文章，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
居，从群众致富到集体增收，
不断提高群众参与村庄发展的
积极性，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摸清现状，才能科学决
策；心知肚明，才能精准施
策。”这是昌邑市教体局在柳
疃镇南西高村驻村的第一书记
徐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
每天走街串巷，逢人便主动聊
天：“家里种了几亩地？”“今
年收成怎么样？”“我是村里新
来的第一书记，有什么困难来
大队找我。”就这样，村里的
概况和面临的困境逐渐清晰。

柳疃镇南西高村共有耕地
1300 亩 ， 以 种 植 小 麦 、 玉
米、棉花为主，村集体收入仅
十万元，缺少致富路径。同
时，村西的废旧坑塘就有 20
多亩地，一到夏天就臭气熏
天，蚊蝇乱飞，还存在安全隐
患。经过走访调研、综合研
究，徐前瞄准了这片废弃坑
塘，决定实施坑塘改造，“变
废为宝”，既为村民改善生活
环境，又为南西高村开辟一条
致富增收的新路。

乡村要振兴，产业发展是
关键。昌邑市教育和体育局包
村帮扶工作队经过多方打听、深入调研，并多次组织村“两
委”外出学习，确立了改造废旧坑塘、发展特色种植产业的路
子。昌邑市教育和体育局联合社会机构争取资金 20 万元，将
村西 20 多亩的废旧坑塘改造成两个大藕塘，以村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为主体，大力发展莲藕种植特色产业，从前的“臭水
坑”变成了“致富塘”。当前，村集体经济收入已达到30多万
元，改造后的坑塘水清岸绿，成了村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坑
塘经济的发展，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增收、村民收入增加、人居
环境改善“三赢”。

为解决藕塘存在的安全隐患，徐前与村“两委”结合“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强化源头防控，在新建藕塘周围架
起防护栏 300 余米，并在藕塘周围以及村庄显眼处张挂警示
牌、警示标语，进一步增强群众防溺水安全意识，避免溺水事
故发生。

此外，徐前与村“两委”争取投资带动群众升级改造村级
组织活动场所，按照“建设标准化、管理规范化、活动经常
化、作用最大化”的要求，重新规划调整布局，改建老旧办公
室，新增老年人活动室、村史馆等功能室，仅用一个半月的时
间，就实现了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的“更新”。

“现在村里的组织活动场所环境整洁明亮，规范舒适，大
家来这里办事感觉更舒心了。”柳疃镇南西高村党支部书记、
主任高建春说。昌邑市教育和体育局包村帮扶工作队成员表
示，在第七批包村联户工作中，他们将结合自身优势积极为乡
村链接资源，持续为村集体产业发展、村民致富增收出实招、
干实事、出实效，为实现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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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河南省濮阳市开德中学“豫”见非遗美育社团学生在体
验非遗版画制作。近年来，开德中学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
丰富美育课程内容，开设丝竹悦耳、翰墨书画、趣学甲骨文等，鼓
励学生“选课走班”。

学校供图

■基层速递

在 现场现场在基层在基层在基层 谋学生健康关键事谋学生健康关键事谋学生健康关键事

冬日里，一场题为“如何帮孩子合理
安排时间”的年级家长会正在重庆巴蜀
中学大礼堂里进行，台下几百名家长、孩
子认真聆听，“孩子马上要考试了，今天
的讲座让我们收获满满，回去就参考执
行。”学生家长林贵琴对学校开设的亲子
讲座赞不绝口。

组织学生定期开展心理健康主题教
育，是重庆市渝中区各校强化心理健康
教育基础能力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渝
中区教委、卫健委、团委、妇联等部门联
动组建了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工作联盟，
着力推进“家、校、社、医”四方联动，逐步
探索形成了全环境一体化心理健康教育
新模式。

课程资源全覆盖
闯出一条“心”路

“老师，原来我的姓氏是这么来的。”
在渝中区中山小学，有这样一项“寻根之
旅”活动，以“家族文化寻根”为途径，探
寻中山师生的成长密码，将生命教育课
程融入国家民族、家族家庭与个人成长
延长线上。

近年来，渝中区结合学生年龄和身
心发展特点，每学年组织各校学生分年
龄、分阶段参加健康教育培训课。

“我孩子挺好的，哪有什么心理问
题？”“心理健康教育看不见、摸不着，还
要费那么多人力物力。”不少人有类似的
观念。“再麻烦也要做。”渝中区教育工委
书记、区教委主任肖方明深知，要想真正
闯出一条“心路”，还得从建章立制着手。

很快，渝中区教育系统成立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专班，围绕心理健康教育课
程、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日常心理健康分
类辅助、提升教育师资力量、加强心理危
机预警等工作建立健全管理体制和工作
机制，织牢全员化、全方位、多层次的心
理健康教育防护网。

孩子心理阳光健康，生命才能绽放
精彩。重庆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向斌
介绍说，重庆市教委等十八部门印发《重
庆市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
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
实施方案》，持续构建健康教育、监测预
警、咨询服务、干预处置“四位一体”的学
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体系，推进心理辅
导室和心理健康专（兼）职教师在全市中
小学全覆盖。

一线教师“跨界”
打开学生的“心门”

专业的心理人才队伍，是心理健康
工作的中坚力量。渝中区强化职前培
训、任用管理以及职后培训等环节，为心
理健康教育储备人才力量。

“要在全区范围内大面积推行心理
健康教育，专业师资的数量远远不够。”
渝中区教委副主任杨斌坦言，全区推进
心理健康教育，心育团队的组建是最难
啃的一块“硬骨头”。全区46所中小学，
4000 多名教师，8 万多名学生，专兼职

心理健康教师才108人。
做好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除了依托专业力量外，还需要一支热心
有爱、温暖有力的一线教师队伍。

怎么办？加大培训力度。杨斌介
绍，近几年，全区每年投入经费50万元，
请来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高校和
科研院所的专家，对全区中小学校班主
任和少先队辅导员、德育主任、分管领导
等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训60余场。

事实上，要打开一扇“心门”，每一名
教师的力量都不容忽视。心理专职教师
曾宪义，是渝中区巴蜀小学校心育团队
的“领头羊”。这个执教了 15 年道德与
法治的“80 后”，硬生生将自己“逼”成了
心理健康教育的行家里手。

曾宪义清楚地记得，学校最初推进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时，没有一个科班出
身的心理教师。为了开好心理健康这门
课，“半路出家”的曾宪义，除参加区教委
统一组织的培训之外，她还联系重庆市
精神卫生中心进行为期一个多月的专业
见习⋯⋯

这是一个一线教师“跨界”的心路历
程，也是无数个渝中“心育人”的真实写
照，更带来了看得见的变化。“以前教师
只管各科教学，现在‘人人都是班主任，
人人都是大家长’。”渝中区中山小学班
主任周雪深有感触地说。

家校社医多方联动
架起一座“心桥”

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第一课
堂”。如何让家庭成为孩子心理健康教
育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中山小学教师何
祖熙就有过一次从个人治疗到家庭治疗
的经历。

在她的咨询本上，记录着一名男生
的心理症状：敏感、敌对。原来，这名男
生与父母关系不融洽，有性格狂躁等表
现。当班主任把这个男生的情况告诉家
人时，他的妈妈对孩子的心理问题并未
重视。于是，何祖熙对该生进行帮扶的
同时，还全程指导其母亲如何与孩子相

处。此后，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变得越来
越好。

基于此，除学校和家庭外，渝中区还
联动社会和医院，共同关心关爱学生身

心健康。
渝中区在重庆市率先打造“1+3+3”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即 1 个区
级服务站、3 个社区服务点、3 个市级示
范实践园，集聚全区家庭、教育、医疗、社
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开通“渝你一起”“未
来蔚蓝”等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热线 10
条，累计服务未成年人两万余人次，共绘
渝中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工作最大同心
圆。

此外，渝中区还充分挖掘区内11家
三甲医院人才资源，召集35名专家、精
神科医生、精神科护士、心理治疗师、
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士，组建区内危机
干预小组，有效提升危机事件紧急干预
能力。建立未成年人心理问题咨询和心
理危机处置闭环机制，畅通绿色通道，
为辖区未成年人提供热线咨询、心理保
健、治疗康复等服务，打通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服务全链条。

在渝中，一场关注学生心灵成长的
区域行动就这样铺展开来。一所所学
校、一名名教师、一个个家庭，在心育
之路上携手同行，共同写就心灵成长的
区域样本。

重庆市渝中区全程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

阳 光 照 进 学 生 心 灵
本报记者 杨国良 禹跃昆

作为“重庆母城”的渝中区，成
功创建了1所国家级心理健康特色学
校、2所市级心理健康特色学校和18
所区级心理健康特色学校。该区将心
理健康教育作为一项于教学处“细无
声”的事业，培养学生积极乐观、健
康向上的心理品质。

走进渝中区校园，你会发现，心理
健康教育不单单是一门课程，而是融入
课堂教学、主题活动、校园文化等学校
各个环节，每位教师都是心育工作者，
生生都有心理导师，校校研究心育工
作，关爱学生心理健康成为学校的文化

底色。
在渝中区，关注学生心灵成长，

不是教育系统的一家之为，而是举全
区之力的教育之谋。依托区内未成年
人心理健康辅导站，通过家庭、学
校、社区、医院等多方联动，不断强
化师资培训，不断温暖学生心灵。

心中有爱，才会眼里有光；敞开
心扉，才会缔造美丽人生。渝中区把
这项工程做到了“润物细无声”，使每
名学生学会在面对人生挫折时自我接
纳，与人交往时换位思考，以健康的
心理状态，迎接未来的挑战。

润物细无声

记者手记

■基层发现

③在心理健康活动周中，巴蜀中学学生通过书写给自己的“三行
赞美诗”感悟欣赏自己。 学校供图

②重庆求精中学专职心理健康教师进行个人心理
辅导。 学校供图

①巴蜀中学学生在进行心理团体辅导活动。
学校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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