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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评论员 李晓鹏

近日，省教育厅等九部门联合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

简称《实施意见》）。《实施意见》的出

台，是为了使“双减”政策落到实处，为

“双减”保驾护航。此举将进一步消除

学生和家长的后顾之忧，有助于进一

步转变教育观念，为学生成长提供更

好的公共教育服务。

“双减”的目的，是给孩子提供一

个更加公平的教育环境，让孩子得以

健康快乐地成长。然而，有了公平之

后，效率随之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

题。家长最大的担忧，就是孩子如果

不参与社会上的补习班、培训班，会不

会就此“放羊”？课堂知识的消化与掌

握、做题解题的思路与技巧、良好学习

习惯的养成与巩固等，都需要在放学

后有一个强化的过程。

现在好了，由学校提供的课后服

务能够解决家长的大问题。他们的顾

虑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在教师的看护

下，学生的学习效率也得到了保证。

让家长放心的课后服务，并不只

停留在知识学习层面。《实施意见》明

确，课后服务并不是为了完成教学任

务，而是有着更为广泛的要求。目的

是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给学生更多

的成长空间；前提是自愿，不能强迫

学生参加，更不能搞“一刀切”；性质

是公益属性，但是在基本公共服务范

畴之外的，由学校主动承担的课后育

人服务，所需的费用一方面由公共财

政提供，另一方面也需要家长在自愿

的基础上共同承担一部分。

因此，这不是义务教育阶段所

必须提供的公共教育服务，而是在

此基础上的拓展与提升。课后服务

不属于义务教育内容，却与学生成

长息息相关。课后服务提供的“放

学后托管、初中晚自习、免费线上学

习、暑期托管、在校就餐”等为学生

创造更为宽松便利、满足个性化发

展的成长环境；对家长来说，这是一

项贴心暖心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

好事当然要办好。在笔者看来，

最重要的是把课后服务当成一个教育

服务的大平台，采取公益性操作、市场

化运营、社会化协同、自主性参与的方

式。首先明确服务的公益性，由公共

财政提供部分资金支持。其次按照市

场机制引入个性化服务，家长以低廉

价格购买服务，教育主管部门对效果

进行评估。再次是采取社会化协同

的方式，学校提供场地，社会化机构

参与，共同为孩子提供良好的课后成

长环境。最后是坚持自主性原则，无

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根据自身

条件，自愿参与，既满足普遍性的要

求，又尊重个性化的需求，让机制更

加灵活。

在整个项目中，社会化协同将成

为关键。在“双减”的大背景下，学生

多样化的发展需求将愈加突出，但作

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虽然说也在努

力提高服务水平，但其性质只能是提

供基础的、均等化的公共基础服务。

而课后服务本身，已经明确是拓展性

的公益服务，单靠学校难以满足学生

的多样化需求，必须要有更多的专业

化机构和志愿者来参与。各个学校

的特色可以互补，各个教师的技能可

以互通，各个机构的服务可以互联。

最终，通过课后服务这个大平台，不

仅可以盘活学校和社会化机构的资

源，还可以实现跨校、跨区域的社会化

协同，共同建设一个良好的课后育人

社会氛围。

万事开头难。在迈出“双减”的第

一步之后，课后服务又迈出了第二步。

政策连环出手的背后，是国家和民族对

教育的真正关切。为学生提供多样化

的教育服务，为家长解除后顾之忧，让

教育回归培养人、塑造人、成就人的初

心，是理解课后服务及之后教育政策的

一个重要切入点。

把“双减”落到实处，让学生家长放心

□本报记者 汪 恒

新学期前，阿克苏地区启明学

校的校园里迎来了一场特别的仪

式。在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袁家军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

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全国的共同

见证下，浙江—阿克苏特殊教育发

展联盟揭牌。这是全国19个对口援

疆省市中成立的第一个与特殊教育

相关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之下，浙

江的9所特殊教育相关机构（学校）

将按照“多对一”“一校帮扶一方

向”“组团式”等原则与启明学校、

库车市特殊教育学校结成紧密关

系，共同打造新疆特殊教育高地和

全国特殊教育援疆样板地。

揭牌仪式现场，启明学校校长贺

宗筠内心欣喜不已。过去一年多的

时间里，启明学校与浙江结下了不解

之缘，不仅迎来了浙江首位对口援疆

的特殊教育教师，校园扩容改造也得

到了浙江方面近3000万元资金的援

助，线上线下师资培训开展了起来，

两地学生敞开心扉交流……

启明学校是阿克苏地区唯一的

综合性特殊教育学校。自上个世纪

80年代创办以来不断发展，但瓶颈

也日益凸显，特别是由于办学条件的

限制，无法全部安置当地所有需要接

受特殊教育的适龄儿童，实际安置率

仅为50%左右。“为了办好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浙江教育的援疆‘触角’

近年来也从普通中小学延伸到了特

殊教育。我们把特殊教育扩容提质

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阿克苏地区

教育局副局长、浙江省援疆指挥部人

才组组长蓝邓骏介绍。

“第一次听说有特教教师的援疆

名额，我就报名了。心里一直有一种

情结，想去西北走一走，这样教师生

涯才算完满。”来自杭州文汇学校的

骆晓倩作为浙江特殊教育援疆“第

一人”，去年4月来到启明学校担任

副校长。初来之时，骆晓倩发现教学

难度远比杭州大得多：好多聋生入学

时不会手语，由于不懂普通话，也很

难看唇形辨识语言。此外，学校硬件

条件也有限，学生和教师都住在拥挤

破旧的食宿楼里。

去年11月，阿克苏地委决定将

启明学校周围的一块地移交给启明

学校，以支持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

这让学校的校园面积几乎翻了一

番。同时，学校的教师编制名额也获

批增加了25名。扩容扩招有希望了，

但也意味着需要更多投入。今年，浙

江安排了2435万元援疆资金，连同

442万元公益捐赠，全额援建了新的

食宿楼，还全面改造提升了幼儿园、实

训室、校园文化设施等。“原来的食宿

楼面积只有1830平方米，新食宿楼的

面积达到了5204平方米。学生床位

数从原来的250张增加到了560张。

当地残疾儿童的入学率可以得到很大

提升。”贺宗筠告诉记者。如今，红色

墙面的新食宿楼在校园内格外醒目。

根据学生不同的残疾类型，宿舍区还

设置了唤醒、震动和信息发布等系统，

方便他们生活、学习。

原先启明学校只提供小学和初

中阶段的特殊教育，规模扩大后，特

殊教育向“两头”延伸也有了可能。

“相比于聋生、盲生，培智生倘若缺失

学前阶段，毕业后直接进入社会工

作，对本人及家庭的压力最大。”骆晓

倩说，“大家加班加点，完成了面向培

智生的职高班和学前班的申请。”这

两个学段的开设，走在了全疆前面。

在省援疆指挥部的支持下，今年6月

启明学校两名教师赶赴杭州的相关

学校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跟岗学习，对

职高和学前段的相关课程体系、教学

科研有了深入的了解。

“硬件”上去了，“软件”也要跟

上。在启明学校分管教学教研的骆

晓倩看来，既要“走出去”，也要“请进

来”。她组织阿克苏地区两所特殊教

育学校开展教学培训周活动，还多次

组织浙阿两地的线上教研。在骆晓

倩的对接下，去年11月首个浙江特

殊教育专家团来到阿克苏开展指导。

诸多活动不仅让启明学校的教

师受益，还辐射到更广的领域。去年

12月，由启明学校承办的首个南疆

特殊教育学校“云端”教研活动，共

有来自10所特殊教育学校的283名

教师参与。在多方推动下，省援疆指

挥部启动了特殊教育“未来名师”培

养计划，每年选派20多名骨干教师

和专业带头人来浙江培训或跟岗培

养，并启动了师徒结对“青蓝工程”。

浙江各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科组长们

与启明学校的7名骨干教师结成师

徒关系。“这一年里，老师们的教学水

平提升很快，优质课多起来了，各项

评价标准都完善了。”骆晓倩说。

在骆晓倩的邀请下，杭州援疆支

教团团长褚楚成为启明学校第一位

乐器教师，并带去了30把葫芦丝作

为礼物。经过牵线，启明学校的学生

和浙江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结了

对，通过书信交往、“云”班会、互赠礼

物，“石榴籽”般的情谊悄然结下。

位于阿克苏地区的库车市特殊教

育学校也在宁波教育的帮扶下，与宁

波达敏学校结成友好学校。双方定期

开展线上联合教研，促进青年教师共

同成长，还举办了师生间的线上联谊。

在特殊教育领域，浙江和阿克苏

之间还有更多的故事等待书写。根

据浙江—阿克苏特殊教育发展联盟

的相关内容，联盟内浙江各特殊教育

学校将经由组织安排选派骨干教师

参加对口援疆和柔性援疆；每年组织

浙江特殊教育专家团赴阿巡视指导；

浙阿学校之间骨干教师、管理干部的

各项交流研讨也将常态化开展。

9月3日，继骆晓倩之后，又有两

名浙江特殊教育援疆教师抵达启明

学校。除了迎接新同事，贺宗筠还在

为联盟成立后一批新的合作协议签

订做准备。今年秋季开学，启明学校

的学生容量从 285人增加到了 400

人左右。根据规划，3年后，这所学

校的在校生将达到600人，成为全疆

规模最大、涵盖残疾类型最多、学段

最全的特殊教育学校。“山与海”的

情谊将结出更丰硕的成果。

特教援疆开先河，爱连浙阿情谊长
□本报记者 金 澜 武怡晗

没有透明胶，折痕也像被熨平了

似的，这份刚刚被修复的烈士证明是

陈荷珍父亲的，距今70年，也是她和

父亲仅有的联系……今年暑期，宁波

财经学院人文学院文化财产保护中

心师生团队10余人组成了“甬城文

保”暑期社会实践团，上门走访搜集

这些需要修复的红色证明和信件。

2019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学生

蒋雯倩参与了陈荷珍父亲烈士证明

的修复，她说：“不管是修复工作还是

感受红色历史，于我而言都是学习的

过程，尤其是这些证明和信件，是留

给烈士家属的念想，我是怀着敬畏之

心在修复的。”

暑假期间，全省教育系统党员师

生用足用好整块时间，发挥专业所

长，走进红色基地、深入田间地头寻

红色足迹，开展多样化学习。在清凉

的水田中赤脚穿行，一手拿着秧苗，

一手栽插……在淳安县裕丰村和下

姜村，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百年百商，浙心向党”暑期社会实

践团向村民学习插秧，不少大学生

是第一次赤脚下到水田中，不到半

天工夫，已经是满头汗、全身泥。

绍兴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红

色记译”实践队前往周恩来祖居、

秋瑾故居、鲁迅故里、蔡元培故居等地参观走访，队员们

用英语讲红色故事，通过后期的翻译和视频制作，把这

些故事传播到更多地方，让红色精神永远流传。浙江师

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组织“浙遗青扬”暑期实践队，赴杭

州、绍兴、温州、金华四地，探访挖掘杭绣、越剧、瓯塑、武

义草编等10项非遗文化资源，组织文创产品带货直播，

将红色资源变成青年实践的“活教材”。

学党史要巧学，发挥专业所长，开展实践性学习。7月

以来，“德尔塔”毒株引起的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已蔓延至

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严峻，我国多地也出

现了确诊病例。针对本轮疫情的特点，浙江中医药大学3

家直属附属医院积极发挥中医药防疫抗疫独特作用，推出

中医防疫协定方。温州医科大学暑期实践队联合温医大

附属第一医院、附属第二医院在永嘉县大元下村、鹿城区

藤桥镇南岸村等地举办各类义诊活动20余场，服务群众

2000余人次。

“这次，我看到了草原。那里的天比别处的更可爱，

空气是那么清鲜，天空是那么明朗……”暑期，象山县新

桥镇“假日学校”几乎每天都会传来琅琅读书声，给孩子

们上课的“老师”是宁波大学学生会实践团成员。为响应

教育部号召，这个假期，各式各样的公益暑托班在全省遍

地开花，“官方带娃”正式登场，党员教师和大学生志愿者

一展所能。

学党史更要妙学，解难题办实事，开展突破性学习。

暑假期间，河南暴雨、台风“烟花”等气象灾害先后发生。

新闻上，一幕幕揪心的画面牵动着我省广大师生的心。他

们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办事担当的行动，奔赴抗灾

一线。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党员教师主持参与研发应用

“温州智慧应急一张图”，以大数据精准预判险情，服务防

汛防台工作。浙江金融职业学院7名退役复学大学生奔

赴郑州抗险救灾，其中4人在救援大坝上写下“火线”入党

申请书。台风过境后，浙江农林大学第一时间组织党员专

家奔赴宁波、绍兴、舟山等地，指导各地群众开展灾后恢复

农业生产、病虫害防治、养殖场消毒等，尽可能将台风带来

的损失降到最低。

常山
专用智慧校车全覆盖

本报讯（通讯员 邓婷婷 罗立新）9月1日傍晚，两

辆崭新的金黄色智慧校车开进了常山县辉埠镇中心小

学。该校100多名乘坐接送车的学生在教师的组织下，

第一次体验了智慧校车。

这些智慧校车都是常山新投入使用的。此次，常山共

投用了65辆智慧校车，惠及全县20所乡镇小学4000多

名学生，涉及56条线路163个接送站点。常山在衢州市

率先实现专用智慧校车全县域覆盖。

据介绍，除了常见的灭火器、逃生锤、医疗箱等安全设

施，智慧校车还配备了人员上下车信息提醒、车内动态监

控、车辆实时定位、学生防遗忘等功能的智能安防系统。

辉埠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徐德飞表示，学校将按照

定时、定线、定点、定员、定车的原则，合理规划专用校车

运行线路，确定接送学生次数，让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更

有保障。

据悉，接下来，常山将根据运行实际，持续优化智慧校

车接送路线和站点布局，不断完善校车停靠站点基础设

施，努力让学生在“自家大门口”上车，享受到舒适、快捷、

安全的专用校车接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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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伊始，衢州市实验学校教育集团各
校区小学部启动“书包不离校，作业不回家”行
动。每名学生收到一个帆布袋，周一至周四只
需将必要的文具、课外书带回家。书包周一背
来，周五再背回。校方表示，将充分利用师资和
现代化教学资源，将“双减”落实到位。图为菱
湖校区的学生展示领到的帆布袋。

（本报通讯员 吴昊斐 摄）

新学期
轻松“袋”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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