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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冯丽）
近日，陕西省咸阳市委、市
政府召开全市基础教育高质
量发展推进会暨教师节表彰
大会，聚焦办好更加公平、
更高质量的基础教育，公布
出台《咸阳市加快推进基础
教育高质量发展若干措
施》，更好满足群众对“上
好学”的需求。

咸阳市将通过9个方面
24条具体措施，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提升经费保障能力，
科学优化学校布局，持续推进
达标工程，强化学校编制保
障，深化用人机制改革，提升
教师队伍水平，全面提升育人
质量，凝聚教育发展合力。

咸阳市坚持党建引领和
健全领导包抓教育、联系学
校制度。依法保障投入，列
支教育高质量发展支持资
金。从2024年起，市财政
每年列支教育高质量发展支
持资金2000万元，主要用
于教师队伍建设、教育质量
提升、品牌学校建设和“两
项创建”（创建国家义务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创建国

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等
工作。

强化学校编制保障，定
期核定教师编制，统筹动态
调整，为城区学校调剂配齐
所需教师。加强教育管理队
伍专业化建设，优化全市中
小学教师岗位设置管理，逐
步提高中高级岗位结构比
例，为主城区增加10%以
内动态调整比例。全面推进
中小学“县管校聘”改革，
积极创造条件提高乡村教师
待遇，提高中小学幼儿园班
主任津贴。提升教师队伍水
平，加强人才储备，提升专
业素养，强化名师引领。

全面提升育人质量，推
进“五育”并举，丰富办学
内涵，实施品牌建设。组建
市、县两级教育教学指导委
员会，常态化开展教育教学
视导，突出小学强基、初中
提升、高中创强。推进集团
化办学、“名校+”工程，
组建城乡教育发展共同体，
到 2026 年，全市将建成

“名校+”联合体15个、城
乡教育发展共同体500个。

陕西咸阳

推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24条”

本报讯（记者 黄星）为
进一步优化学校校外供餐机制
和管理要求，日前，福建泉州
晋江市教育局新修订《晋江市
学校校外供餐管理工作意见
（试行）》，由学校及膳食委员
会（家委会）通过选定全市统
一专项招标入围的校外供餐准
入单位，服务学生在校用餐，
切实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
全”。

近日，记者跟随晋江市西
园街道官前小学校外供餐遴选
工作小组，先后走访了泉州石
狮、晋江多家校外供餐单位，
对供餐单位的设施设备、加工
流程及周边环境等进行实地考
察，旨在为学生秋季学期的饮
食健康把好第一道关，精挑细
选出最适宜的供餐伙伴。

“挺好的，这样可以让家
长近距离观察煮菜区域，卫生
条件这些都能够看得见，我们
对于食品安全就能比较放
心。”这样的新举措得到家长
们的赞赏与支持。

据悉，除官前小学，近期
晋江市已有近80所学校组织
校外“供餐选企”。晋江市华
泰实验小学建校以来，师生午
餐均由校外供餐企业提供。新
规出台之后，华泰实验小学成
立校外供餐遴选工作小组，并
通过此前对5家配餐公司的考
察，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选出
了3家备选单位。近日，华泰
实验小学举行校外供餐公司遴
选活动，3家校外供餐公司代
表逐一登台介绍企业情况和服
务承诺等。随后，由家长和教
师组成的遴选代表投票选定服
务该校的供餐企业。

经过投票、唱票，晋江市
晋美餐饮管理公司以超过50%的票数中选，最终成为服务
华泰实验小学2024—2025学年的校外供餐服务企业。接下
来，华泰实验小学也将和学生家长、学校家委会共同做好学
生的配餐工作。

“主动权和选择权都在家长手上，这样比较公平公正。
大家也就不会对这些配餐公司有太多的疑虑。”该校学生家
长张雅丝说。

“从日常的验收、测温，到每周的食谱制定、每天的午
餐反馈，我们也都会全程参与。”华泰实验小学后勤服务处
副主任杨绍华补充道。

晋江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进一步加强家校协
作，完善校外供餐管理机制，每次行政陪餐、家长陪餐后需
进行陪餐满意度测评，校外供餐企业对不满意项目应及时整
改，并将整改情况及时向校方反馈；学校每学期至少组织两
次用餐师生及家长代表对供餐质量卫生、营养搭配等进行满
意度测评，多措并举推动全市校外供餐单位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与安全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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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吴旭光 樊香玲
本报记者 禹跃昆

在祖国的最东端城市黑龙江抚远，
这座被温情包围的小城里，教师柴玉平
的名字，已成为一个温暖的存在。25年
的教育生涯里，她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用她那
炽热的心灵之火，点燃众多学子内心深
处的灯塔，以其无尽的温暖，照亮一个又
一个家庭的前行之路。

“爱在哪里，哪里就会开出美丽的
花。”这是教师柴玉平写在教育随笔中且
被她奉为至宝的话。

硕儿是被柴玉平改变的众多学生中
的其中一个。这是一个幼年时便经历了
父母离异的孩子，因为爱的缺失，他不仅
自暴自弃，对世界也满是敌意。在他生
日那天，柴玉平早早就订下一个足够全
班学生吃的蛋糕，蛋糕上“宝贝生日快
乐”的祝福语硕大醒目。

当柴玉平叫着硕儿的名字，把生日
“王冠”戴到他头上，随着《生日快乐》的

歌声响起，那个曾经总想着攻击别人的
男孩瞬间泪流满面。

进而鼓励、关怀，各种疼爱，像亲生
孩子一样对待，三年下来，硕儿不仅以优
异的成绩顺利考进高中，还在刚刚结束
的新生军训中被评为“标兵”。

“您是我见过的最负责任的班主任，
是您将迷茫的我从深渊中拉出来……是
您给了我勇气和信心，如果没有您，就没
有现在的我……”泪痕斑斑的贺卡上赫
然署着硕儿的名字。

“我总相信，爱可以治愈一切。”夕阳
的余晖打在柴玉平班务日志扉页清秀的
文字上，打在柴玉平真诚清澈的眼眸上，
宁静且美好。

“每一名学生都是宝藏，只要我们相
信。”“每个孩子都是家庭的希望，祖国的
未来，我们不能辜负。”每带一届新生，柴
玉平都要将这些话放在心里默默地说上
许多遍。

2021年，全校唯一的残疾少年分到
了柴玉平的班里。这个叫松子的孩子一
个耳朵全聋，另一个耳朵仅存一丝听

力。在了解到情况后，柴玉平始终相
信，通过努力一定能把松子送进高中的
大门。于是在树立好孩子的自信心后，
她把松子安排在教室的第一排，为了
让松子能听清讲课内容，柴玉平故意
提高分贝，日日喊，月月喊，一喊就是
三年。

而今，松子和其他正常的孩子一样
如愿坐在了高中的课堂上，阳光、懂事且
坚强。

刚开始鼓励班里的学生进步时，个
别学生以为柴玉平在给他们“画大饼”。
但当他们以近百分之百的升学率考上高
中时，孩子们抱着柴玉平转圈圈，嘴里不
停地喊着“柴妈做的‘饼’真香！”

但凡见过柴玉平的人，都会被她的
热情打动，被她的激情感染。“柴老师的
脚上那是安了风火轮的。”“孩子放在柴
老师的班里，最让人放心。”这是学生、家
长、同事给予柴玉平的评价。

抚远是太阳升起最早的地方，25年
来，柴玉平每天坚持和太阳一样早起，和
太阳一起奔跑。她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

来到学校，照例开窗通风，在黑板上标注
一天的课表，打扫好室内外卫生后，迎接
学生们进校，和学生们一起晨读、跑步、
跳远、跳绳，一整天的精神都是饱满的。

25年来，柴玉平没有请过一天假，没
有耽误过学生一节课。她在手术后，弯
着腰讲课的身影，成为学生心中永远定
格的画面。

“当热爱成为一种信仰，每一天都会
有无穷的力量。我们要努力活成被更多人
需要的好老师，越被需要就越有价值……”

只要提到教育，柴玉平就满眼幸
福。正如她每天都微笑着对待每一名学
生。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名学生，是众
多家长为柴玉平贴上的标签。

“爱如甘泉水，柴门桃李丰。玉成
学子梦，平为路塔灯。”学生孙语辰为
柴玉平写下的藏头诗，道出了许多学生
的心声。

扎根边疆教育，为祖国培养更多优
秀的人才，柴玉平二十几年如一日，用
踏实的行动践行着一名基层班主任的

“最东最红最忠诚”的誓言。

“和太阳一起奔跑！”

听，来自祖国不同地方、岗位的师者之歌——

爱的教育丰收在金秋佳节爱的教育丰收在金秋佳节
第40个教师节，地方新闻版“我身边的师者”栏

目推出特辑，从地理位置上分别选取了不同地区的
“最美教师”来展现师者风采，他们是边疆教师、特殊
教育教师、老教师群体。在祖国大地的不同角落、不
同岗位，他们践行着教育家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树
起了一座座丰碑。

边疆教师：黑龙江黑龙江抚远抚远二中二中班主任柴玉平班主任柴玉平

特约通讯员 胡乐彪
本报记者 魏海政

“老师！谢谢你来我家帮助我学习，
以后我会向海伦·凯勒学习，变得更加坚
强自信……”日前，当山东省枣庄市特殊
教育学校的教师在“送教上门”结束后，
学生小美激动地说道。

这只是该校开展“送教上门”活动
的一个缩影。特殊教育的服务对象，不
仅仅局限于在校学生，还有那些残障程
度较重、无法到校读书的孩子，他们都
是特教路上“一个都不能少”的个体。

“你不能来，我们就去！”从2015年9
月起，枣庄市特殊教育学校便成立了由
11名教师组成的“送教上门”教师团队，
专门负责为那些不能到校的特殊学生，
提供知识传授、身体康复等方面的服务。

为确保特殊学生在家中能接受到
适合的教育和康复训练，该校不断完善
组织建设，编印了《“送教上门”工作手

册》，从制度层面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
并将送教工作纳入教师课时量考核体
系。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送教上门”计
划，根据残障学生的心理、生理特点制
定了教育及康复计划，建立了“一生一
案”的动态管理档案，采取因生施教、集
中化或个别化相结合教育等举措，帮助
残障儿童接受应有的教育。

有一个叫宋亮（化名）的孩子，他因患
有中度脑瘫，左手、左脚行动不便，有着强烈
的自卑感，从不出家门，几乎不与外人接触。

怎么办呢？面对宋亮，送教教师丁平
决定从心灵的沟通开始。丁平通过幽默风
趣的语言，逐步与他建立起信任与感情。慢
慢地，宋亮感受到丁平对他的关注和喜爱，
生活和学习的积极性变得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他们做到定期与残联对
接，完善动态数据，与家长签订服务协议，
遵循自愿原则，为每名学生建立教育康复
档案。针对特殊学生实际情况，推出了送
知识、送康复、送温暖、送服务、送安全的

“五送”菜单模式，全面激发学生的潜能。
在“送教上门”过程中，送教教师主要

采取集中一个点和多点成面相结合的方
式，确保每名学生每月至少送教4次且每
次不少于3课时。同时，他们不仅做到根
据学生的生活环境和认知水平，从教材中
选取适合他们学习的内容，而且还提供系
统的教育与康复训练，并对家长进行指导。

寒来暑往，斗转星移。该校累计送
教 2万余人次，制作 3600份个性化教
案，送教课时达26000节，培训家长530
人次。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送教教师
团队的帮助下，其中3名学生已重返校
园，开启在校学习之旅。

“其实，送教老师的工作是非常累
的，他们往往要克服教学任务重、业务时
间紧张、路途遥远等一系列困难。”该校
校长郑建刚说，虽然辛苦但作用很大，教
师用爱帮助多名残障学生学会自理，建
立自信，为他们将来能够更好地融入社
会打下基础。

很多教师告诉记者，看到孩子们的
认知水平一天天提高，一个个家庭重新
燃起生活的希望，他们即使付出再多也
值得。因为，那些受助学生和家长的信
任，容不得他们停下脚步。

“你不能来，我们就去！”

特殊教育教师：山东山东枣庄枣庄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团体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团体

本报记者 余杏 阳锡叶
通讯员 曹鑫宇

湖南省郴州市第九完全小学创办于
1941年，是郴州市有名的老校——不仅

学校“老”，教师也“老”。
2022年，黄新亚调任该校党支部书

记，面对的是一支平均年龄高达48岁的
中老年教师多达50人的队伍。如何帮
助中老年教师突破专业成长的“高原”，
减少职业倦怠，成了一个重大难题。

“来到学校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去发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之处，把教师
当家人，寻找教师的闪光点，营造一个开
放、宽松、民主的氛围。”黄新亚笑着说，
学校要在感情上关心教师，事业上支持
教师，为教师提供情绪和情感上的保障。

57岁的体育教师刘志鹏是学校的
“超级元老”，在学校工作了近40年。刚
来到学校时，黄新亚就了解到，刘志鹏的
工作能力很强，但平常与大家交流不多，
且多次委婉拒绝担当重任。

为进一步走近刘志鹏，黄新亚经常主
动去找他唠家常，听他讲述学校、教师和
孩子们的故事。对于刘志鹏而言，黄新亚
击中了他心里最柔软的部分。在学校40
年的光阴里，他有太多珍藏的故事可以分

享。在和黄新亚分享的一个个故事中，刘
志鹏重拾了自己对往日的激情。

后来，校运会即将开始，黄新亚鼓励
刘志鹏说：“老刘，运动会不能没有您，您是
我们的‘定海神针’！”这次，他没有拒绝，而
是愉快地接受了筹办校运会的重任。

“要先了解不同教师在专业发展中
存在的具体问题，对处于不同年龄阶段、
不同成长阶段的教师有针对性地采取不
同方式，才能更好地激发他们的活力。”
黄新亚感慨道。

因此，黄新亚经常带些水果、零食走
进教师办公室，与教师们聊天。她会与
52岁的杨志芳聊音乐课上的舞蹈动作，
聊孩子们对她的喜爱；与57岁的吴志辉
聊班上的“小调皮”，聊他给孩子们写的
爱心评语……通过聊天互动，黄新亚还
帮助部分中老年教师解决了一些难题，
让他们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当然，还有一些难题没办法通过直接
“聊”来解决。44岁的教师颜晓娟经过数
年的打拼后，遇到了教师职业发展瓶颈

期。黄新亚了解颜晓娟的情况后，经常去
听她上课，看她管理班级，并把她的一些
好做法记下来，当众表扬并鼓励她提升专
业能力和管理能力。

“黄新亚书记帮助我详细规划了发
展方向，让我又有了新动力，她还经常带
我去省城听课，让我看到了更大的天空，
工作一下子有劲了！”颜晓娟说。

这几年，黄新亚还通过创新学校管理
模式、丰富工作内容、调整工作机制等方式
帮助中老年教师更好融入工作，比如让教
师们参与学校的重大决策，让老教师担任
青年教师导师，让教师根据自身特点进行
不定时轮岗……学校的中老年教师纷纷
焕发活力，有的成为市、区级骨干教师，有
的担任学科组长，有的晋升为学校副校长。

“每一个教师都是学校的宝贵财富，
只要用心挖掘，就能发现他们的无限潜
能。”黄新亚说，只要一点一滴地去发现教
师们的优点，将他们的难处当作自己的难
处，将他们的快乐作为自己的快乐，“老师
们一定会给你带来巨大的惊喜”。

带“老将”走过“高原”

老教师群体：湖南湖南郴州郴州九九小小书记黄新亚及书记黄新亚及 5050 位中老年教师位中老年教师

我身边的师者师者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第一小学举行“学节气 识
五谷 爱粮食”一年级新生入学仪式，孩子们在家长和教师
的指导下，了解节气、认识五谷杂粮，开启爱惜粮食教育

“第一课”。 通讯员 王华斌 摄

①图为柴玉平老师辅导学生作业并
交流谈心。 樊香玲 摄

②图为柴玉平老师课间带领学生一
起游戏。 樊香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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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图为郴州市第九完全小学书记黄新
亚和教师在一起研讨教学。 学校供图

③图为送教教师丁平在村上为送
教学生上康复课。 姚金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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