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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 李 平

“缺氧的寒气连同灵感一起凝住，

等待下一个春天前来解冻，我从未萌

生过哪怕一丝后悔，我数次抵达云端

自己的高度……”援藏教师向守国在

诗歌《我沉默在高原上的第二个冬天》

中，如是写道。

2019年8月，浙江省第二批“组团

式”教育援藏支教团20名教师进藏，

2020年4月，第二批“万名援藏计划”

10名教师进藏，30名援藏教师组成的

浙江教育援藏团，接过智力援藏接力

棒，把教育援藏工作推向深入。

“阳光周六”活动不重样
5月的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乃琼镇，一

场降雪刚刚结束，空气仍然冷冽。但在

拉萨那曲高级中学内，气氛却异常火热，

因为又到了学生们最为期待的周六。

操场上的篮球架下，是跳跃追逐的

青春身影；草地上，舞蹈社团的孩子们欢

快地跳起藏族非遗传统舞蹈达布阿谐；

音乐教室里，悠扬的琴声久久回荡……

高一、高二1600余名学生全员参与，校

园一下子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援藏领队、校长张军达告诉记者，

作为那曲市异地办学的学校，拉萨那

曲高级中学的学生大都离家几百公

里，常年住校，周六也照常上课。从

2020年 8月开始，援藏团队创新性推

出“阳光周六”特色活动，同时出台《拉

萨那曲高级中学“阳光周六”管理实施

办法（试行）》，以期形成长效机制。“以

此为抓手，进一步推动学校内涵式高

质量特色化发展，完善学校德智体美

劳全面培养体系，让‘阳光教育’品牌

走深走实，深入推进适应学生全面而

有个性发展的教育教学改革。”

随着“阳光周六”特色活动的持续

开展，越来越多的学生社团在校园里

“破土扎根”。援藏体育教师骆杭军组

建了一支女子篮球队，从“一开始报名

积极性不高”到“勇于在赛场上与男生

角逐”，学生们一点一滴的进步，让他

倍感欣慰。援藏美术教师方宇开设的

美术社团，为那些热爱画画的学生打

开了一扇崭新的窗口。

高二（1）班学生尼玛扎西开心地

说，每到周六，上午可以参加自己喜欢

的社团，增长才艺；下午可以听教师开

设的充满教益的特色讲座；到了晚上，

还有精彩的爱国主义题材电影如期播

放。“丰富多彩的一天，让一周学习的

紧张和疲劳一扫而空。”

爱撒每一朵“格桑花”
高原上，空气稀薄，紫外线强，干

燥，寒冷……援藏教师们不畏艰辛，辞

别万里之外的家乡和亲人，来到拉萨

那曲高级中学。他们把全部的爱和心

血，都倾注到了学生们身上。

位于4层教学楼最高层的高三（14）

班，就是浙江援藏教育团倾力打造的

“浙江实验班”，除了藏文教师外，其他

任课教师都是浙江援藏教师。每天上

下爬楼梯，只要走上几步就会气喘吁

吁，援藏教师们干脆把办公室搬到了

教室隔壁，除了吃饭、睡觉，他们全天

候地与学生们生活在一起。

“浙江实验班”班主任朱丽来自青田

县职业技术学校，刚接手这个班时，学生

们已高二，对她有些生疏。用心用情的

陪伴融化了隔阂，一段时间后，当学生们

嘴里非常自然地叫出“妈妈”这两个字

时，她激动的泪水差点夺眶而出。

为了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安心学习，

30名援藏教师争相与家庭困难学生爱

心接对，提供经济上的资助。去年，教

育援藏团努力促成西藏浙江商会成立

“羌塘”助学金，捐赠103万余元，爱心

资助学校高一年级96名来自那曲市色

尼区、比如县、嘉黎县的家庭困难学生。

来自浙江各地的援藏教师还积极

发动家乡的学校及社会力量，为学生们

争取捐助。张军达不仅牵线“立强校长

基金”，争取到近4万元爱心资金，还促

成“吾爱西藏”微信群友集体捐赠10万

余元。骆杭军向乐清中学申请到了“乐

中教育基金”，用于资助高一年级15名

家庭困难学生，并促成温州市教育局向

学校捐赠了一批体育器材。程跃新联

系浙江“问道青云”爱心组织，给高二年

级22名品学兼优的家庭困难学生捐赠

爱心助学资金3万多元……截至目前，

各类捐助数额已超过200万元。

接稳“传帮带”接力棒
在拉萨那曲高级中学任教期间，

让援藏教师孙军最为欣慰的，是他不

仅牵头建起了西藏第一个通用实验

室，还带出了两个优秀的徒弟——青

年教师格列桑保和格桑金美，可以代

替他为学生们上通用技术课。

“教育‘造血’殊为重要。”张军达

说，教育援藏团队接过“传帮带”接力

棒，持续不断地为学校打造一支“带不

走”的青年骨干教师队伍。

针对当地教师教研能力弱的实际

情况，援藏团队以创新主题教研、同课

异构、智慧研修等教研载体，开展集体

备课、磨课、听评议课、研究课改、研析

高考等活动，将教研改革引向深入。

通过教研这一抓手，援藏团队深度

参与到学校日常教学管理中。不少援

藏教师走上教科室督导、教研组组长和

备课组组长等岗位，牵头学校、年级、学

科组的教研活动。更多的援藏教师则

通过骨干示范课、组内示范课及教研专

题讲座等，对当地教师进行实打实的帮

扶。截至目前，援藏教师带领当地教师

申报了自治区级和市级课题立项5项，

发表、获奖论文98篇。

随着教育教学技能的提升，越来

越多的当地教师得以在市级乃至自治

区级的比赛中崭露头角。2019年 11

月，在那曲市高中教师教学大赛中，有

多名教师获奖，学校还获得了唯一一个

集体奖项——“优秀组织奖”。去年，政

治教师洛桑卓玛不仅在那曲市级思政

课大赛中获得一等奖，还斩获了西藏自

治区思政课教学大赛全区第一名。

教育援藏团的倾情奉献，助力拉

萨那曲高级中学的教学质量不断攀

升，2020年高考考生共649人，总体上

线率为100％，重点本科率同比提高了

13.7％，本科率同比提高了4.88％，均

创历史新高。在今年4月举行的高三

第七次月考中，“浙江实验班”成绩在

全校理科班中位列第一。

让孩子们像雪域雄鹰展翅翱翔
——浙江省教育援藏团工作侧记

本报讯（通讯员 李 华 屠红良）
笔者从日前召开的湖州市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工作会议获悉，湖州儿童青少年

近视率连续两年下降，实现了在2018年

基础上每年下降1%的目标要求。

自2019年以来，湖州每年对31万

余名中小学生开展1次视力健康状况普

查，建立一人一档电子档案；启动教室

灯光、更换可升降课桌椅等改造，加快

推进健康环境建设；确定吴兴区、安吉

县为近视防控试点区县，遴选了11所

学校为省级近视防控特色示范校。

在此次会议上，湖州提出，确保到

2030年实现全市儿童青少年新发近视

率和近视程度明显下降，高度近视发生

率显著降低。

为确保目标实现，湖州将以“不近视、

迟近视、慢近视、低近视”为工作路径，全

面发动和依靠全社会力量，稳步推进近视

防控各项举措。全面推进普查工作，严格

落实全市509所学校学生每年开展2次

以上的视力普查，做到普查全区域、全学

段，高质量、高效率。探索实现学生视力

数据实时同步上传平台，完善“不可修改、

一生一档、档跟人走”的视觉健康电子档

案。全面推进学生体质提升工程，着力减

轻学业负担和集体文化补课，减少学生持

续近距离用眼的时间和强度。

湖州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连续两年下降

平阳有了“班主任节”

本报讯（通讯员 易永煌）5月20日至26日，平

阳县举办首届中小学“班主任节”活动。在启动仪式

上，该县表彰了首届“最美班主任”，并发布了“平阳

班主任”徽章。

据了解，该县把每年的5月20日确定为“班主

任节”，展现班主任队伍高尚的职业道德、睿智的教

育艺术和无私的教育情怀，弘扬“敬业爱生、无私奉

献”的班主任精神，激励广大班主任敬业乐教，立德

树人。

“班主任节”活动还包括各校拍一拍班主任精彩

瞬间，写一写班主任优秀事迹，说说班主任感人故

事。学校班子开展为班主任献一束花、泡一杯茶、致

一封信、赠一本书、代一天班等暖心“五个一”活动；

组织学生开展送您一个致敬礼、送您一段心里话、送

您一幅肖像画、送您一首赞美歌、送您一个小惊喜等

感恩“五个一”活动。

接下来，该县将不断健全班主任培训体系，讲好

“最美班主任”的好故事，为每一位班主任的教育人生

搭台子、铺路子、架梯子，不断提升育人质量和水平。

遂昌：为送教学生
开通“星星网络课堂”

本报讯（通讯员 叶艳景）日前，遂昌县送教上

门残疾儿童网络课堂正式开通，首批受益对象为义

务教育段送教上门儿童23人。

据了解，这是遂昌县教育局“学史力行”主题活

动中为全县特殊儿童定制的一项暖心举措。在遂昌

县残联的全额资助下，活动将分两期开展，首期投入

资金约4.6万元，共赠送43寸彩色电视机及具备点播

功能的机顶盒23套，覆盖全县义务教育段采取送教

上门就学安置方式的全部残疾儿童。第二期将于

2021 学年秋季落实，惠及对象为学前、高中段及

2021学年新增送教上门学生，实现送教学生100%

覆盖。

连日来，活动发起人、遂昌县特殊教育学校校

长刘根华带领学校特教教师收集、设计、制作学习

资源，联合华数广电公司为送教儿童建起了“星星

网络课堂”，开发含各学段各学科可点播课程资源

1000余个。下一步，他还计划为孩子们开设直播

课堂。

据悉，遂昌县2020学年共有送教上门学生42

人，现已实现送教480人次、1920课时，平均每名学

生享受送教11.4次。遂昌县人民政府副总督学肖飞

表示，“星星网络课堂”的开通，让不能到校接受教育

的残疾孩子能够共享数字教育的福利。

5月27日，义乌市教育局、市场监督管理局
联合开展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对分布在全
市 8个镇街的 11家“校园放心店”进行了全面
检查，同时检查了学校的食堂。图为检查组人
员在查看食品留样记录。

（本报通讯员 龚琴娟 摄）

近日，浙江财经大学师生走进“幸福菜园”
里的油菜田，开始了收割。这8亩油菜，是该校
去年“劳动育人实践基地”挂牌成立之后，师生
代表亲手种植的，并由各学院学生轮流养护，5
月迎来了大丰收。

（本报通讯员 赵 蕾 李 茜 摄）

““幸福油菜幸福油菜””收割啦收割啦

□本报通讯员 陈胜伟 霍婷婷

采访老党员，听他们讲述革命记

忆，感悟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跟随

村支部书记参观新农村，感受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以来，农村越来越美，农

民越来越富……自2014年以来，浙江

农林大学学生通讯社“中国精神”实

践团队持续7年开展追寻红色足迹系

列活动，寻找搜集身边“鲜活”的党

史，传承和弘扬红色基因，学生们表

示收获颇丰。

“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神因传承

而不灭。”学生通讯社社长、学生党员

何卓京深有感触地说。据她介绍，7年

来，该团队累计已有 300余名学生参

与实践活动，其中超过50人已加入中

国共产党。他们先后采访各类红色人

物、乡村振兴典型等党员代表 200余

人，行程超过10万公里，覆盖全国15

个省和省内60余个县市区。

通过深入实践，大学生们对“四史”更

加了解，也更清晰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

大三学生李洪滢采访过湖州的革命前辈

韩学华。韩学华是1950年第一批抗美援

朝的志愿军，家中挂满了和战友们的合

影。听了韩学华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

后，李洪滢说：“尽管这场战争给韩爷爷

的腿落下了二级伤残，但他始终保持着

积极乐观的心态，彰显了一名老党员的

精神面貌。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

更应该坚定理想信念，努力学习，为中国

梦的实现贡献更多青春力量。”

团队成员周延不仅多次瞻仰红

船，而且经常向身边的同学讲述她去

参观南湖红船的所见所闻，把开天辟

地、敢为人先的红船精神传递给团队

其他成员。团队成员朱宇璇多次深入

农村，通过采访村支书、农村党员，开

展乡村振兴调研，记录乡村变迁。

在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的

基础上，团队还完成了一系列红色文化

成果：形成调研实践报告集4本，共200

余篇；编印实践体会《追梦人》系列杂志

16期；摄制《放飞青春》等“青春”系列

微电影6部、短视频10余个；完成舞台

节目 16 个、《平凡的世界》有声小说

600余分钟、广播剧3部……

历时7年，行程10万公里

浙农林大学生团队寻访搜集“鲜活”的党史

温州理工学院与地方
联建女子创业学院

本报讯（通讯员 杜晓哲 温长秋）近日，由温

州理工学院创业学院与龙港市女性创业者协会联合

打造的龙港市女子创业学院成立。学院旨在为女企

业家提供创业培训、人力等方面的支持，为在校女大

学生提供创业项目孵化、指导等服务。

龙港市女子创业学院将以龙港市为主阵地，并

向周边县市区辐射，积极搭建女性创业创新平台，加

强对妇女创业教育的指导与帮扶，为有创新创业需

求的女性提供多方位的支持，为广大妇女在创业技

能提升、创业意识培育、创业精神锻造、项目转化等

方面提供切实的帮扶，同时也提供政策咨询、项目培

育、管理培训、校地项目合作等方面服务，为社会经

济发展激发“女性动力”、贡献“女性力量”。

据悉，温州理工学院将女性创业教育作为深

化、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探索实践的抓手，并于2017

年成立了温州女子创业学院。作为省内首个以女

性为对象开展的综合创业服务机构，温州女子创业

学院自成立以来，孵化出洮珠珠宝有限公司、花点

空闲工作室、粉和兰电子商务公司等创业团队及项

目，涌现出了一批女大学生创业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