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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这是我们在学校安全网格化管理

平台基础上，建立的全省校园安全监
管平台，实现了省、市、县、校四级
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数据互联互
通，做到校园安全标准化、智能化、
可视化，实现问题预判早、隐患排查
准、督导处理快，有效防范和遏制学
校安全事故发生。”张中杰介绍。

安全监管平台上的数据显示，明厨
亮灶专项管控风险点占全省管控风险
数量的 23.04%。依托安全监管平台，
河北建立了校园食品安全常态化网络
巡查机制，安排专人每天抽查不少于
200所学校食堂，重点对食品加工、食材
摆放、人员着装、环境卫生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实时抓拍、挂账督办、销号整改。

通过分布在全省 17183 所学校食
堂的 13.44 万个高清摄像头，监管人
员足不出户便能实时监控全省学校食
堂的重点点位和后厨操作全流程，监

控数据保存至少30天，可以随时“复
盘”。借助实时影像对发现的问题及时
督导，改变了传统人工进校督导模
式，极大提高了工作监管效能。根据
网络巡查情况，河北省教育厅还定期
制发全省食品安全工作通报，树正面
典型立标杆，抓反面典型划底线，既
比俊又“揭丑”，倒逼各县区和学校从
严从细强管理。

据统计，自从实施网络常态化巡查以
来，全省学校食堂巡查平均合格率显著提
升，从最初的57.45%快速提升至75.22%。

直奔问题，加大监督问责力度

去年 11 月 28 日，河北无极县一
所中心小学来了两名河北省教育厅学
校安全工作处的工作人员。他们一进
校门便直奔食堂，精准指出存在的多
处安全隐患，并要求学校立即整改。

返程路上，两名工作人员就收到了
学校发来的整改方案；第二天上午，无

极县教育局召开党组会议，布置整改工
作；第三天，学校食堂所有问题整改完
毕；一周之内，该县开展了校园食品安
全专项整治，对全县学校食品安全隐患
进行了大起底、大排查。

“食品安全问题平时讲得不少，时
间久了就有人出现松懈。省教育厅这
次暗访对校长们触动很大，好好给大
家上了一课。”该县教育局局长李占飞
深有感触地说。

一直以来，暗访作为食品安全隐
患巡查的一项重要举措，具有隐蔽
性、灵活性、简易性等特点，能够真
实地发现食堂存在的种种问题，以便
实施有效整改。

但是，这种传统的巡查方式依旧
存在成本高、效率低的问题，暗访人
员因事先并不掌握现实情况而带有一
定的盲目性，亲临现场逐项排查，耗
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难以经常化
开展，而“互联网+明厨亮灶”有效

解决了这一难题。
通过常态化网络巡查，监管人员

每日梳理汇总食品安全问题，特别是
将巡查中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及时上
报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收到问题线索
后，直插一线，直奔问题，“一抓一个
准”，抓一个反面典型，带动整个区域提
升。“讲道理百次，不如问责一次。”张中
杰表示，长期以来建立的各项安全制度
已经比较完善了，如果项项都能落到实
处，基本上是不会出现问题的，大多数
事故的发生，主要原因还是相关责任人
麻痹大意、心存侥幸。

监督问责打通了末端落实的“最
后一公里”。今年以来，河北省对5名
学校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相关
责任人给予了纪律处分和组织处理。

多元共治，筑牢校园食品安
全防护墙

在邢台市南和区教育局的会议室

里 ， 同 样 有 一 块 大 屏 幕 ， 县 （市、
区）“明厨亮灶监管平台”是省、市、
县、校四级食品安全治理中的关键一
环，它上对省、市监管平台实现互联
互通，下接属地各个学校食堂，担负
着直接监管责任。

在区级安全监管平台屏幕里的
“卫星地图”上，监管者可以直观地看
到区域内学校食堂分布和监控接入情
况，以及食堂巡检问题分布比例图、
AI 预警趋势等内容，辖区内学校食堂
的安全监测情况一目了然。

“下个月我们还要接入新功能，在
监管平台自动抓拍安全风险基础上，
实现系统自动下达整改通知，进一步
提高工作质效。”南和区教育局有关负
责人说。今后，该区将不断根据实际
需要对监管平台进行升级。

全省各县 （市、区） 教育行政部
门通过平台监测端对各校食品安全进
行全面监管，家长同样可以随时通过

手机登录平台用户端，查看孩子所在
学校的食堂实时画面，“孩子吃饱吃
好，家长放心安心”。

河北还在安全监管平台上增加了
校园食品安全管理数据库，要求学校
对食品溯源、索证索票、隐患排查、
校长陪餐、家长陪餐、食堂从业人员
健康等内容进行登记填报，扩大“互
联网+明厨亮灶”监管范围，一旦出
现安全漏洞，平台将自动发出预警，
把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目前，全省已填报食堂信息学校
1.2 万余所，登记食堂从业人员 4.5 万
人，实现了对食堂基础信息动态监
管，有效筑牢了校园食品安全防护墙。

“‘互联网+明厨亮灶’提质增
效，使校园食品安全工作更加透明，
形成了‘政府有效监管、校企自查自
律、师生和家长广泛参与’的校园食
品安全共治模式。”河北省教育厅总督
学程启学说。

本报讯 （记者 尹晓军） 甘肃省特级
教师、省“园丁奖”⋯⋯在诸多称号和荣
誉中，马斌最在意的却是乡村“首席教
师”。“坚守农村教育 30 多年，教书育人
是我最大的人生乐趣。”马斌说，岁月冗
长，三尺讲台带给他的吸引力和满足感，
却愈来愈强烈。

2019 年，白银市遴选会宁县为乡村
中小学首席教师岗位计划试点县；2022
年，在总结试点的基础上，又把该县作为
第二批试点县。目前，分两批选定乡村中
小学首席教师 63 名，分布在全县 22 个乡
镇，农村乡镇覆盖率达84.6%。同时，63
名乡村首席教师全被聘为县级兼职督学和
教研员，同步承担全县教研命题研究、组
团评价等工作，切实发挥乡村教研“头
雁”作用。

“通过首席教师这个支点，我们配套
制定各类工作措施和评价办法，撬动乡村
教育全方位发展，有效推进了城乡义务教
育一体化进程。”会宁县教育局党组书
记、局长张贵荣介绍说，规划到 2025
年，全县乡村中小学首席教师达到 100
名，农村乡镇和规模较大的农村中小学将
实现首席教师岗位全覆盖。

为激发首席教师的积极带头作用，会
宁县建立“一师一课”机制，即首席教师
必须承担一门学科教学，每个月上一节示
范公开课、每学期录一节视频精品课；每
学年指导教师获得一次县级以上优课竞赛
奖励，让更多教师见贤思齐、站稳讲台。
同时，会宁县为每名首席教师配套周转宿
舍，指导建立工作室，并将工作室纳入全
县名师工作室范畴，县财政为每个工作室
拨付资金3万元。

教师的成长与学生学习知识一样，农村中学教师的成长更需要引
导，改变思想、更新观念。为此，首席教师承担起对乡镇内新教师梯
级成长的指导考评责任，建立“一五一十”机制，即1名首席教师带
5 名骨干教师，每名骨干教师带 10 名新教师或青年教师，实现“一
带多”“点带面”的引领发展成效。

会宁县大沟中学数学教师白海龙将首席教师帮、扶、带的示范引
领职能聚焦于“青蓝工程”，定期与工作室成员学习、交流。如今，
工作室成员形成了每逢公开课抢着上、每逢说课评课抢着发言的欣喜
局面。“教师成长了，有了更科学、更高效、更适合学生的教学理念
和教学方法，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进步，促使学生全面发展。”白海
龙说。

会宁县中川镇教管中心主任马彦红对此也深有感触：“以首席教
师工作室为平台，全乡镇教研活动生机勃勃开展起来，课堂教学水
平、课题研究能力得到显著提升。”马彦红说，首席教师就像一面旗
帜，逐渐扭转了村学教师精神不振、动力不足的问题。

会宁县教育局提供的一份数据显示，通过试点实施中西部乡村中
小学首席教师岗位计划，乡村小学全科合格率提升了 11 个百分点，
乡村初中中考录取率提升了5个百分点，乡村教育质量明显提升。同
时，乡村教师岗位吸引力也明显增强，目前已有 43 名城区学校教师
主动申请调往乡村学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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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通讯
员 王瑞 王帅帅）“最近我爸妈一
吵架就说我的学习成绩不行，我已经
很努力了，老师也表扬我了，为什么
他们总不满意⋯⋯”近日，山东省潍
坊市昌邑市育秀学校学生小梦 （化
名） 找到心理咨询教师梁晓雨，话还
没说完就哭起来。梁晓雨一边教孩子
深呼吸来平复心情，一边进行辅导。

梁晓雨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心
理咨询活动越来越多，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在学校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近年来，昌邑市聚焦学生身心健
康，不断强化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
作的顶层设计，优化运转流程。“我
们紧紧抓住造成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
主要矛盾和关键问题，推出了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专项发展规划，形成了
全公益普惠、全链条服务、全资源整
合的‘三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服务
机制，努力让每一位学生眼中有光、
心中有希望、行动有目标。”昌邑市
教育和体育局局长陆振伟说。

学校做好心理健康教育的关键在
教师。昌邑按照国家规定标准，逐步
配齐配强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队
伍，目前全市中小学专 （兼） 职心理
健康教育教师配备率达到了 100%。
在此基础上，昌邑搭建“1+3”专兼
职心理教研员队伍，构建“一站六
坊”心育教研体系，指导全市学校开
展心理测评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定
期组织巡回送教活动。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需要全

员、全过程地参与落实。”昌邑市教
育和体育局心理辅导总站负责人鲁新
竹说。在学校层面，昌邑推动学校采
取“全面普查、专项跟踪、个体干
预”的“三位一体”工作模式，建立
了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预防、预警、干
预、转介机制和每日动态摸排机制，
形成工作台账和“一生一册”心理健
康档案 7 万余个，推动实现“动态第
一时间掌握，信息第一时间上报，措
施第一时间到位，问题第一时间解
决”。

在课程资源建设方面，昌邑市将
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基本课程目标，组
建专业指导委员会，分学段指导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采用团体辅导、
角色扮演等形式，激发学生积极心理

状态。“在实践中注重学科渗透，将
心理健康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不断增强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性。”昌
邑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晓宁
说。

今年，昌邑市聚焦关键时间节
点，实施心理健康教育行动，已开
展“从容自信，筑梦起航”考前心
理辅导专题讲座 20 余场，印发 《考
试心理辅导读物》 1 万余册，并开展

“5·25 心理健康周六个一”活动，
惠及全市5万余名师生。

此外，昌邑教育部门加大与卫
健、精神卫生中心等部门的通力合
作，加强医疗卫生资源对学校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的支持和保障。同时，加
快推进政法、民政、妇联等 12 个部
门联合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构建
校家社三位一体心理健康教育网络，
定期开展线上“暖心”咨询服务等活
动。“我们聘请校外心理健康导师，
充分利用家长学校、社区家长课堂等
渠道，开展心理健康送教活动，形成
校家社工作合力。”昌邑市校外心理
健康导师李雨峰说。

全公益普惠 全链条服务 全资源整合

山东昌邑创新心理健康教育服务机制

共促学生心理健康

6 月 12 日，湖北省十堰市郧阳
区柳陂镇中心小学双胞胎留守儿童
周芷莀和周苡莀把“心事”写成书
信投进“心语箱”。针对目前留守
儿童多、沟通难的实际，郧阳区为
238 所学校设置“心语箱”700 多
个，鼓励孩子们把平时不敢说、无
处说的话“悄悄”写出来，通过

“心语箱”告诉学校，从而帮助学
生解开“心里的疙瘩”，快乐地成
长。

杨显有 摄

学校安了
“心语箱”

本报襄阳 6 月 12 日讯 （见
习记者 陈有利） 今晚，全国第
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开幕式
在湖北襄阳举行，教育部党组成
员、副部长、总督学王嘉毅致辞
并宣布开幕，湖北省委常委、襄
阳市委书记王祺扬致欢迎辞，湖
北省副省长陈平主持。

王嘉毅在致辞中说，要深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文 化 思 想 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
述，聚焦“厚植家国情怀·涵养
进取品格”主题，把展演活动办
成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
践平台、呈现立德树人成果的重
要展台、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
的亮丽舞台，激励广大青年学生
用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奋发有
为的理想追求、不懈奋斗的实践
行动，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献礼。

受省委书记王蒙徽和省长王
忠林委托，王祺扬代表湖北省委省
政府、襄阳市委市政府，对来襄参
加全国大艺展的领导嘉宾和广大
师生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湖北省
委、省政府一丝不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指示和
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
先发展，努力创建科教强省，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提供了

坚实支撑。本届大艺展首次在非
省会城市举办，赋予了襄阳无限
荣光和责任。襄阳将精心组织、
热情服务，当好东道主、喜迎八方
客、办好大艺展，努力办出一届热
烈精彩、朝气蓬勃、硕果累累的高
质量高水平艺术盛会。

开幕式演出包括信念天空、
激情岁月、家国情怀、青春答卷
四大篇章，大气磅礴的交响乐、
如诗如画的音乐短剧、慷慨激昂
的朗诵剧、动感十足的情景歌舞
等表演形式纷至沓来，以艺术展
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

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每
三年举办一届，是教育系统举办
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
广的艺术实践活动。本届展演分
为高校开展活动、省级集中展
演、全国现场展演三个阶段，各
地各校编创了大批艺术精品。现
场展演由教育部和湖北省人民政
府共同主办，湖北省教育厅和襄
阳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31 个
省 （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
行政区 282 个项目 7400 余名师
生参加。活动期间，将举行专场
展演、艺术作品展览、学生艺术
实践工作坊展示、优秀案例报告
会和社会实践活动等。

厚植家国情怀 涵养进取品格
全国第七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在襄阳开幕

本报记者 任朝霞

扎根中国大地，创新筑梦青春。
6 月 12 日上午，中国国际大学生创

新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简
称“红旅”活动） 在上海启动，启动仪
式在中国商飞总装制造中心举行。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的“出发地”与
承载几代中国人梦想的大飞机“出生
地”汇聚一处，“红旅”底色上扬起青
春创新之梦，激励着千万青年学子到党
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

2017 年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给 参 加
“红旅”活动的大学生回信，勉励青年
学生扎根中国大地了解国情民情，在创
新创业中增长智慧才干，在艰苦奋斗中
锤炼意志品质。全国高校师生备受鼓
舞，积极投身“红旅”活动，广泛开展
创新创业实践。

7年来，“红旅”活动先后在延安梁
家河、福建古田、嘉兴南湖、深圳莲花
山、江西井冈山、重庆红岩和天津港启
动，已经成为一堂融党史教育、国情思
政、创新创业、乡村振兴、红色筑梦于
一体的“中国金课”。

“光荣的红色基因早已深入城市肌
理，成为上海开拓创新最为丰满的精神
血肉。”今天，“红旅”青年来到中国共
产党诞生地，参观一大会址之后，心中
的理想和信念更加坚定。

“赓续红色基因，不负时代使命。”
举起长征时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的校
旗，中国医科大学学生石芮川讲述了“红
医摇篮”的故事——这支学生公益社团
始于 1931 年，源自红军的人民医疗团，
伴随着中国医科大学的发展已经走过了
93 年历程，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医学生深
入老少边地区输送医疗技术与资源。

“我即将成为一名外科学博士研究
生，我将带领更多的学弟学妹深入乡
村，深入百姓，将更多的医疗资源输送
到人民需要的地方。”从学姐的手中接
好“红医摇篮”的接力棒，张樱凡坚定
地说。

红色是基因，创新是动力。一批又
一批“红旅”青年将自己所学的专业知
识及时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发展和人民
群众现实需要的实际行动。

“我们要做中国人自己的深海声学
释放器，让中国声音在大洋传得更深、
更远。”今年 2 月，哈尔滨工程大学博
士生张轩野与 17 名科考队员登上了前
往西太平洋的科考船，在 7000 米的深
海布放团队研发的释放器。当来自深海
的信号回声传来，整个团队呐喊起来。

“我的岗位在深海，出海的路上有
晕船、有呕吐，更要面对台风与巨浪的
生死考验，虽然很苦、很怕，但我们始
终坚守实验岗位。”如今，张轩野团队
研发的产品作用深度可达 1 万米以上，

实现全海深可靠释放，已达国际先进水
平。

“这个就是我们加工的涡轮缩小
版，我们智刃装备所加工的零件也在为
共和国的航空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站
在大飞机前，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学
生王美健和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生
徐思远、吴承博自豪地说。

吴承博介绍，他们正在将智能化引
入传统焊接，为工业注入新力量，让新
青年成为机器的“老师傅”。

重庆交通大学博士生聂启霞在上大
学前从未见过沙漠，如今她却加入了

“沙漠土壤化”生态恢复研究团队，每
年要在沙漠里待四五个月。

“以前还是寸草不生的荒漠，现在
已经长出了这么大的萝卜，还有西瓜、
番茄、辣椒⋯⋯在生态治理的同时，还
能给沙区老百姓带来不错的收益。我们
觉 得 没 有 白 干 ， 我 们 的 工 作 是 值 得
的！”聂启霞感慨地说。

过去 7 年，“红旅”青年们扎根祖
国大地，心怀人类命运，肩负起一代中
国青年的责任与担当，累计已有 277 万
个创新创业团队、1233 万名大学生对
接农户近436万户、企业14万家，签订
合作协议13.6万项。

西北工业大学学生付一方本科时便
开始参加创新大赛，如今他和团队自主
研发的多模式垂直起降飞行器智能控制

系统成果指标均达国际先进水平，已服
务于多个设计研究单位装备研制需求。

“创新大赛让我有了特殊的成长方
式，‘红旅’活动更加坚定了我科研报
国的信念。”付一方说。

让创新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创
业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在上海这座光
荣之城、创新之城，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
的青年学子接过先辈们创新奋斗的接力
棒，走进革命老区、偏远山区、城乡社区，
用创新实践服务国家、服务人民。

“同学们，成就事业从来不易，‘青
年人没有不栽几个跟头的，没有不碰几
个钉子的’，但‘不要失去信心，只要
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我从前
常常说：‘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
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你们也要记
住，凡是对国家有利，就是对个人有利，
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报效祖国！”活动现
场，通过 AI 技术生成的“钱学森数字人”
勉励广大青年学生传承老一辈科学家精
神、坚持不懈奋斗报国。

“作为新时代的海洋青年，我一定
会不忘来时路，逐梦新征程，在海洋强
国、科技强国的道路上奋勇前行。”听
了钱学森学长的寄语，已是第四次参加

“红旅”活动的上海交通大学海洋学院
2023 级硕士研究生胡豪杰激动得热泪
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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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激励千万青年学子——

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