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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设计元素由AI生成

·公益广告·

本报讯（记者 王强 特约通讯
员 李精蕾 郑竹君）“我们学校规划
48个班，目前有20个班，有充足的学
位应对新生入学。”面对即将来临的幼
升小招录工作，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
高铁新城小学执行校长杨国坤自信地
对记者说，高铁新城是市里重点发展
的区域，有了提前预判和规划到位，
面对这一区域新增的入学需求，“我们
有充足的学位”。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加
快，人口快速向城区聚集，玉溪市中
心城区及周边学校办学资源不足的问
题日益凸显。为解决城区优质教育资
源不能满足群众需求的问题，玉溪市
建立了“人口流动+学位预警”机
制，确保资源布局与人口变化相适
应，重点解决红塔区中心城区、县城
所在地学位紧张问题。

玉溪市教体局副局长王桂林介
绍：“我们着力推进学校布局更加科学
化，紧密联系公安、卫健等相关部
门，掌握出生人口情况，结合国家、

省级重大战略布局和产业政策，昆玉
一体化、乡村振兴等战略，做好城镇
人口流动趋势分析，做好学龄人口测
算及变化趋势分析，形成《玉溪市人
口变化趋势对基础教育的影响报告》，
研制优化乡村中小学布局指导意见。”

“我们来对了！孩子在学校就能学
习羽毛球、篮球、网球、游泳等体育
项目，身体练得棒棒的，性格也很开
朗活泼。”临近期末，见到记者，玉溪
市第一小学紫艺校区四年级学生郑钦
元的家长高兴地说，“最开始我们以为
分校没有本部好，经过 4 年学习生
活，我们坚定地认为‘一样好’。”

原来，郑钦元上一年级时，玉溪
一小紫艺校区才第一年招生，该校区
是由原玉溪体校改建而成，各种体育
场馆设施齐全，学校还聘请了玉溪体
校的教师任兼职教练，短短几年，学
校就打造了鲜明的体育特色，引得附
近家长纷纷主动为孩子报名。

“对于集团所有校区，我们实施一
体化管理，统筹调配资金、骨干教师

等，每个校区都有集团的基因，又各
有特色、美美与共。”玉溪一小教育集
团总校长陈志坚告诉记者，近年来，
学校在教育行政部门主导下，优质资
源的辐射面不断扩大。

玉溪一小所处的红塔区，截至目
前已组建基础教育阶段教育集团9个，
极大推动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根据
科学研判，当地将原玉溪卫校、体校等
优质资源用于支持红塔区改扩建小学、
扩充学位；对规模较小、确无运转需求
的小学，在充分尊重当地群众意愿的基
础上进行优化调整。

2018年以来，玉溪共新建、改扩
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76所，新增学位
17031 个，其中红塔区新建玉溪一小
紫艺校区、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
春和黑村小学、高铁新城小学、玉溪
市红塔中学和玉溪一小文澜校区，新
增义务教育学位8280个，达到“新建
即优质”，有效应对全面二孩政策下的
小学入学高峰期。

据介绍，下一步，玉溪将结合

“十五五”规划编制，深入各县 （市、
区），全面分析各县（市、区）人口分
布，人口出生率和学校布局，学位供给
情况，按照“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突
出重点，规模适当；就近入学，均衡
发展；立足现实，适度超前；统筹兼
顾，协调发展”的原则，充分考虑城
镇化进程、学生数量变化及流动等各
种因素，聚焦解决中心城区学前教育
公办学位供给不足，城乡学位供给结
构性失衡，乡村义务教育资源闲置，
城乡基础教育设施设备更新换代不平
衡、不充分等问题，考虑各类教育发
展状况及趋势，科学制定学校布局和
发展规划。到 2030 年，新建学校 16
所，补齐城区资源，撤并一批中小学
幼儿园，进一步优化学校布局。

“到 2030 年，基本形成学前教育
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
高中优质特色、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
展的教育工作格局，让所有适龄孩童
都能就近就便上好学。”玉溪市教育体
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华说。

云南省玉溪市根据人口变化趋势优化城乡学校布局

让适龄孩童都能就近就便上好学
本报记者 张商珉 通讯员 武定林

乌马河，俗称回马河，是黄河支流汾河在
山西省晋中市境内的一条重要支流。

近年来，晋中信息学院依托乌马河文化
带，立足农耕文明与晋商文化交融的独特
生态，根植地方、服务社会，弘扬传统文
化。

“以镊子为‘画笔’将金属丝掐成灵动造
型，用珐琅釉料精心‘点蓝’填色。”掐丝珐
琅工艺传承人李泽莹与学校社团导师刘媛媛化
身“非遗教师”，带领学生沉浸式体验掐丝珐
琅工艺的独特魅力。

在晋中信息学院书院社区中，分布着“阿
河的裁缝铺子”“花丝珐琅工坊”“麦秆画工
坊”等特色工坊。在该校，非遗文化不仅是学
术研究的对象，更是学生生活的一部分。

近年来，晋中信息学院结合全员书院制育
人模式，将非遗文化融入学校美育工作，形成
课程教学、实践活动、艺术创作、校园文化多
维发展的美育新格局。

“学校围绕12个书院200余间功能房打造
美育‘全链’的阵地，精心打造3.7万余平方
米艺术空间矩阵，将非遗融入学生专业学习和
书院社区生活之中。”晋中信息学院非物质文
化遗产研究中心负责人赵晋锐介绍。

晋中信息学院对非遗项目的引入不局限
于专业课程，而是通过多种形式融入全校通
识教育。该校推行“非遗学分制”，构建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艺术经典教育为
主要内容的“选修—必修—任修”美育课程
体系。

新生体验课“匠心对话·非遗美育初
探”、新生研讨课“三晋非遗美学”、校内选修
课“山西民间非遗工艺”场场爆满。“一些快
毕业的学生也常常‘混入’新生，非遗传承的
种子已经在学生心中悄悄生根发芽。”晋中信
息学院通识部教师赵云说。

在晋中，太谷秧歌仅存几名能唱全本的老
艺人，左权开花调正宗唱法濒临失传。面临本
土非遗文化“青黄不接”的现实困境，晋中信
息学院自觉扛起了“拾遗”大任。

“‘拾遗记’非遗传承专项志愿服务队，
代表着学校对传统文化的一份珍贵承诺。”晋
中信息学院艺术传媒学院副院长孙琪聚焦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领志愿服务团队走遍
三晋大地，寻访散落各处的非遗文化。志愿服务部的张紫彤说：“非遗的每
一次精彩亮相，都让我为之震撼。”

为让本土文化艺术后继有人，晋中信息学院还打造了乌马河非物质文化
遗产馆，这是目前山西规模最大的高校非遗展览馆。馆内涵盖馆藏文物区、
活态非遗传承区、研学空间、非遗生活美学馆及非遗讲坛等多个功能区。走
进馆内数字化展厅，全息投影技术让古老的山西古建筑元素以全新的数字化
形式呈现。“每年参观人次达1.1万余人。”乌马河非物质文化遗产馆负责人
介绍，“我们充分借助馆内资源，让学生在观器明道中，学习先贤造物智
慧，提升审美素养。”

“学校将持续以非遗为纽带，以数字化、智能化为引擎，为地方文化传
承输送更多应用型创新人才。”赵晋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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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溺水 学急救
6 月 26 日，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王庄小学，

蓝天救援队队员为学生演示溺水救援。 曹建雄 摄
6月24日，在江苏省太仓市弇山小学，消防队员为

学生讲解急救知识。 计海新 摄

（上接第一版）
1931 年 出 生 的 李 文 煊 是 重 庆

人，曾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六军
三十二师九十四团三营营部任参
谋。抗美援朝期间，荣立三等功一
次，获评“志愿军先进工作者”。
2023年5月，哈工程红色火炬学生社
团组织“寻访老兵”活动，21 岁的
王传霖与李文煊因此结缘。从那时
起，听老人讲抗美援朝的故事，成为
王传霖生活、学习的一部分，他将
李文煊的故事整理成了文稿，还主
动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这对没
有血缘关系的“祖孙”互相学习、互
相温暖，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成了无
话不谈的“忘年交”。

“倾听爷爷讲的故事，我仿佛也
走进了曾经的战争年代，常被老一辈
革命家那种绝对忠诚、攻坚克难、甘
于奉献的精神所感染。现在虽然毕业
了，但我会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多人
听。”王传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