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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余杏 李谌涵
本报记者 阳锡叶

“兵马俑的眼角、掌纹传递了什
么？”“很多人说，兵马俑都是单眼
皮，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近日，
一位样貌清秀、说话干练的年轻女
导游，讲解了许多兵马俑的“冷知
识”，“圈粉”无数网友：“兵马俑‘活’
了 。”“ 导 游 就 该 这 样 博 古 通
今！”……

这位导游名叫王钰，网名“芥
末”，2020年毕业于湖南城市学院管
理学院。“大学是我导游梦的起点！”
王钰说，“我喜欢旅游，想去看祖国的
大好河山。”2016年，高考结束后，她
选择了位于湖南省益阳市的湖南城
市学院，攻读旅游管理专业。

千篇一律的解说、浮于表面的
知识，难以满足游客的兴趣……在
课堂上，王钰常会听到老师说起不
少旅游景区的一些现象。她暗暗下
定决心，将来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导
游，给游客提供更好的文化体验和
专业服务。

大学期间的王钰有着两个爱
好：一是美食，她至今忘不了的还是
湖南小吃麻辣烫、臭豆腐，还自称是
一个“辣妹子”；二是读书，她喜欢读
很多文学类的书籍，带着问题读书、
勤写读书笔记、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王钰对旅游管理专业课程表
现出浓厚的兴趣，主动学习、善于学
习，有着扎实的专业基础。”王钰大
学时的班主任刘文斌说。

毕业之后，王钰开始做周边游导游。之后又担任“地接导
游”，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解与华清池、兵马俑这类景
点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

“讲解兵马俑需要熟读秦朝历史，讲解华清池，就需要勾
连唐朝开元盛世的历史。”为了让自己的讲解变得精彩，引起
游客们对历史文化的兴趣，王钰通过多种渠道补充学习专业
知识。“刚开始就多看一些秦朝、唐代的历史书，还有纪录片，
以此为基础再延伸。”

2021年，王钰开始接触网上直播，进行线上讲解，刚开始
视频的关注量并不大。“直到2023年4月，我上传了日常的工
作视频，其中一段讲解‘跪射俑’的视频突然走红，流量暴增。”
不久后，王钰的粉丝达到了50万。她认真地做视频，同时在
带团讲解的时候做直播，一年之后粉丝量达到近400万。

随着关注度的飙升，一些网友开始对王钰的讲解“挑毛
病”。为了讲解更严谨，她每天坚持学习1小时，通过各种途
径学习有关兵马俑的知识，查阅大量有关秦汉时期的历史书
籍。在她的手机备忘录里有16个文件夹，记录了她所有的工
作笔记与灵感来源。名为“兵马俑”的文件夹里有56个文件，
包含将军俑、一号坑、三棱箭、青铜剑等文物景点的知识。

“导游不仅仅是一个带路人，更重要的是一座文化交流、
传承的‘桥梁’。”说到对导游这一职业的理解，王钰认为，导游
是文化“摆渡人”，旅游就是行走的课堂。

“选择你所热爱的，热爱你所选择的！”这是王钰想对自己
的学弟学妹说的话。大学期间，王钰很喜欢读《追风筝的人》，
里面有句话让她印象深刻，“喜欢什么就去追求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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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蒋夫尔）日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
通过规范校园值班值守、减少校园督检考评等方式，整治与教
育教学工作无关的会议和活动过多等问题，营造安心教学、潜
心育人的良好环境。

在严控社会事务进校园方面，哈密整治向学校和教师强
制摊派无关事务等问题，除准入事项以外，任何部门单位不得
组织学校开展教育宣传、校园创建等活动，不得向学校安排专
项任务，不得指导教师开展相关工作。

同时，规范校园值班值守，整治校园值班层层加码、过度
防控等问题。哈密市全面清理校园无实际意义的值班值守，
原则上不安排任课教师参与校园值班带班。

为减少校园督检考评，哈密市教育部门统筹管理，审核认
定进校园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未经审核同意，各部门单位
不得擅自设置进校园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不得擅自设置未
经国家、自治区规定或批准的“一票否决”事项，不得要求学校
或教师签订“责任状”，不得随意安排进校园开展调研活动。

此外，纠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整治各类App及网络评
选、点赞关注加重师生和家长负担等问题。坚决杜绝以强制
或与考核、评优选先挂钩等方式，变相要求学校师生和家长安
装注册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政务App、关注微信公众号等各类
新媒体网络平台，以及其他点赞投票、人物评选、问卷调查等
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新疆哈密

严禁向学校摊派教学无关事务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胡勇 韩笑

“同学们，今天首课的主题是预防为
主，学会自救，一旦发生了消防安全事
故，我们该怎么逃生。”近日，在山东省
泰安市东平明湖中学上午第一节课正式上
课前，任课教师张磊为学生讲解消防安全
常识，提高学生消防安全意识。

首课是泰安市于2022年创新推出的
一个思政、安全等系列教育微课程品牌。
每天早上第一节课前5分钟，师生结合重
大时事、社会热点、教育教学内容等方
面，采取演讲、故事分享等形式，开展

“阳光5分钟”微课教育活动。
安全事故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如

何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救本领、提高
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预防和减
少安全事故发生？东平县教育和体育局将
安全教育作为首课系列重要内容，将思政
教育、安全教育与学科教学紧密衔接，在
全县中小学开展“人人讲首课，天天说安
全”活动。

在每天上午上第一节课前，教师围
绕社会安全、防校园欺凌、防溺水、消
防安全、心理健康等内容进行安全教
育，使安全教育具体化、经常化、规范
化、制度化，学生在形式灵活多样的活
动中，受到经常性的安全教育，掌握抵
御危险、防范侵害、应对突发安全事件
的基本知识，提高安全意识和自救自护
能力。每天下午第一节课前，结合国家
大事、重大时事、社会热点等，围绕立
德树人、核心素养培育的教育教学目
标，采取演讲、故事分享、课件展示等
丰富多彩的形式，进行思政教育。每天
上午、下午各开展5分钟的安全和思政教
育，有效提高学生安全防范意识，筑牢
成长成才的思想基础。

“学校实行级部管理干部每日首课巡
查、学校领导不定时抽查和推门听课制
度，级部管理干部填写首课巡查记录表并
每日汇总上报，确保了活动实效。”东平
明湖中学校长殷复科说。

东平县教体局还专门成立了“人人讲

首课，天天说安全”暨“千名师生讲首
课”系列活动领导小组，出台了《东平县
教体系统思政与安全一体化建设工作实施
办法》《东平县中小学“人人讲首课，天
天说安全”活动实施方案》，召开全县中
小学“首课思政负责制”部署会，明确活
动主题、活动目标、活动内容和要求、参
与人员等。东平县教体局制定每周首课安
排表，推送首课资源到学校，确保思政与
安全首课一体化有序推进。

“在讲授思政课程时，我会结合时事
热点，引导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世
界观。而在安全教育环节，我会通过警示
教育、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等方式，让学
生把安全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深刻
认识到对于人生来说，安全是第一要
务。”东平县佛山中学教师李鹏说。

安全首课包括防溺水、食品安全、校
园欺凌、消防安全、防踩踏等系列内容。
东平县还积极推动学生讲安全首课，学生
和家长一起讲安全首课，“小手拉大手”
一起提高安全意识。

近日，在东平县实验小学一场生动真
实的首课展示活动中，学生和家长用情景
剧的形式，生动演绎了居家劳动的安全场
景以及马路上的惊险一刻。“我觉得这种
方式非常生动鲜活，能让孩子们更加直观
地了解安全知识，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安全
教育。”参加活动的学生家长王婷婷说。

当前，东平县正积极建立完善“（1+
1）+X”首课课程体系，通过强化教研引
领、培养教学名师、建立教育基地、建设
精品资源库等多种措施，不断强化学科骨
干教师统领，全体教师、家长、学生广泛
参与，形成“人人讲、科科讲、天天讲”
的浓厚氛围。

“我们还将深入推进思政首课和安全
教育紧密融合，强化教师全员参与、人人
有责的教育理念，推动学校结合实际探索
首课开展方式，让学生能够在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的微课堂中增长见识，增强安
全防范意识，筑牢学生健康安全成长的
防护网。”东平县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
贾圣华说。

山东东平每天开展“阳光5分钟”微课教育活动——

人人讲首课 天天说安全

通讯员 杨小露 练琴
本报记者 欧金昌

早上6时40分，广西贵
港市覃塘区黄练镇葵新村，
陆续有家长送孩子到指定
的校车停靠点等待乘坐校
车。孩子们上车坐好后，校
车平稳驶出停靠点，开往指
定的学校。

校车的高效运行，不仅
解决了学生上下学的交通问
题，还有效助推了中小学校
的优化布局调整。2021 年
以来，覃塘区共优化调整31
所学校及教学点；2019年以
来新建成4所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新增学位 6000 多个。
目前，覃塘区小学平均班额
31.86 人 ，初 中 平 均 班 额
47.46人。

这是覃塘区推动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的一个缩
影。深入推进智慧教育、扎
实开展劳动教育、实施教师

“安教工程”……该区近年来
不断加大财政投入，打出一
整套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的组合拳。2022年 4月，覃
塘区获评为全国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先行创建县（区）。

广西贵港覃塘区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实施教师“安教工程”——

盘活优质均衡这盘棋

图为安徽省六安市退役军人“红耀江淮”志愿服务队思政
指导员袁治国给学生讲解军事装备知识。近日，六安市退役
军人事务局联合六安市国防教育办公室等单位，开展“关注国
防 关爱生命”志愿服务进校园活动，引导青少年增强国防观
念、厚植家国情怀。 通讯员 田凯平 摄

■基层速递

近日，在福建省福州市鼓
楼区五一广场社区的“四点钟
学校”科技趣味课上，科普志愿
者正在指导福州市斗南小学学
生体验机器人带来的乐趣。今
年来，鼓楼区组织所属社区“全
覆盖”开设“四点钟学校”，由当
地党员、大学生志愿者、社工为
放学后的学生定期设立科技、
球类、音乐、非遗等趣味课，丰
富他们的课后生活，服务“上班
族”家长延时接送。

通讯员 谢贵明 摄

课后服务
科普赋能

■基层探索

我身边的最美毕业生最美毕业生

特别关注

“菱角开花在水里呀赛哟……”近日，在覃
塘区蒙公镇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蓝秀美正在为
本校学生以及覃塘区124所小学的学生上音乐
课。课堂上，本校学生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讲，而
相隔几公里甚至几十公里外的其他学校学生，
则正在通过信息化设备同步上课。

针对偏远农村学校师资短缺，开不齐课、开

不好课等实际困难，覃塘区充分利用信息化技
术共享优质师资资源，通过广西中小学智慧教
育平台、覃塘区中小学数字校园等平台互联互
通实现教育共享，以各学区联动的方式每周安
排6节艺术课（音乐、美术），实现优质教育资
源共享的目标，打破了城乡校际教学壁垒。

“使用很简单，直接扫码就能进入，上面

有很多优质教育教学资源。从本质上说，城
乡同步课堂就是通过实体课堂与在线学习相
融合的方式，让农村孩子也能享受城区优秀
教师的优质课堂。”覃塘区教学研究室主任黄
晓鹏说。

近年来，覃塘区积极探索构建“互联网+
教育”环境下的教学模式、学习模式、教研模
式、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模式，创新打造“专递
课堂”“名师课堂”和“名校网络课堂”的“三个课
堂”，实现乡村教育乘“云”而上，加“数”发展。

智慧教育让城乡娃共享优质课程

“看！我摘的这个鸡骨草可以用来泡茶喝
哦！”近日，覃塘区蒙公镇古山小学六年级（1）班王
双师和同学们一起走进学校“药苑”采摘鸡骨草、
挖天冬等中药材，体验收获的喜悦；还有的学生
正在为其他药材除草，园内一派繁忙的景象。

古山小学以中草药为媒介，将传统文化与
劳动教育相结合，打造以壮医药为特色的科普

教育园地，种植有车前草、土茯苓等壮医药
材。学生可以体验从播种、施肥、除草到日常
观察研究、动手采摘、分装打包的全流程。“种
植、认识、研究、收获中草药的过程就是一个坚
持努力、拓宽认识的过程。学生们不仅提升了
劳动技能，还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一举多
得。”古山小学校长覃星循说。

近年来，覃塘区以一课、一廊、一园、一馆、一
主题“五个一”为抓手，按照项目化、基地化、生活
化“三化一体”标准全面加强劳动教育工作，着力
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教育体系。目前，覃塘
区累计投入1000多万元，建成学生劳动基地近
400亩、校均达2.5亩，做到“校校有基地”。

烹饪教育、手工编织、非遗文化传承……覃塘
区各中小学校以多种形式开展劳动教育，呈现百花
齐放的态势并逐渐开花结果。2021年5月，覃塘
区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区”。

劳动教育成为全面育人“助推器”

每天下午下班后，覃塘区东龙镇中心小学
教师肖翠容就到学校附近买菜回到教师周转房
做晚饭，房间是两房一厅，冰箱、空调、热水器、
抽油烟机等家电齐全，房内充满着温暖的生活
气息。

“饭菜、教学设备、生活用水用电等问题，
我们都可以提意见，从提出到落实，前后大概
只需要一周，实实在在地提高了我们生活、工
作的幸福指数。”肖翠容介绍，她从2003年到
东龙镇中心小学任教，在学校举办的联谊活动
上认识了同校教师覃适彬，两人于2007年结

婚并一直在此任教。
为改善乡村教师工作和生活条件，覃塘区

大力推进乡村教师安居工程，并实施人文关
怀。“教职工可以根据工作、生活需求向学校提
出自己的意见建议，以年级为单位收集后交由
学校处理，包括饮食、住宿、教学、饮水等问题。”
东龙镇中心小学校长潘远振说。

覃塘区大部分中小学处于农村，为解决教
师住宿问题，覃塘区近年来实施以“造个房，做
个媒，给块地，再培训”为主线的中小学教师“安
教工程”，不断提高教师生活待遇、改善工作环

境。近三年，覃塘区新招录教师1053人，90%
以上安排到乡村学校教学一线；建成乡村教师
公共租赁住房、周转房2810套，解决 2800多
名教师的住宿问题。

“安教工程”实施以来，覃塘区涌现出了全
国优秀教师2名、自治区特级教师3名，获正高
级职称教师6名；有17名被评为自治区级骨干
教师（学科带头人）、骨干校长，有30人次获自
治区级教师学科教学比赛奖。

覃塘区教育局局长李家杰表示，覃塘
区将继续按照优质均衡的标准要求，立足区
域实际，提高保障水平，优化教育布局，推动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

“安教工程”让教师安居乐教

■■看基层看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