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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假前一课学安全

本报讯（记者 朱郑远 通讯员 陈怡夏）
“好暖和！”上学途中小脸冻得通红的徐锌

桐，走进桐乡市高桥实验学校亭桥校区

203班教室，惊喜不已。原来，教室新装好

了空调。这是桐乡市教育局为偏远村校

的孩子们准备的新年“礼物”。

桐乡市高桥实验学校亭桥校区是一

所规模较小的村小。这里的学生大多为

留守学生，家里经济条件一般。现在每个

教室都安装了空调，身处温暖的学习环

境，学生们都很开心。

为优化农村小规模学校办学条件，目

前，桐乡市7所农村小规模学校的78间教

室已率先实现空调全覆盖，同时希沃一体

机安装、灯光照明改造也均实现了农村小

规模学校的全覆盖。下一步，正在谋划为

每所农村小规模学校至少配备一间同步

课堂。

这是桐乡“教育共富”的缩影。近年

来，桐乡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全

力做好教育优质均衡文章，推动县域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走上“快车道”。桐乡市教

育局2010年启动对这7所农村小规模学

校的改扩迁建工程，经过8年的努力，校

园已成为当地乡村最美的风景。

桐乡市屠甸镇完全小学晏城校区的

新校舍于2017年投入使用，能容纳全校

师生共同进餐的学生餐厅也随之投入使

用。2021年，晏城校区又有了全新的国

学馆，开设“有趣的汉字”课程和“我的年

度汉字”认领活动，再配合剪纸、篆刻等

拓展课程，将传统文化根植学生的内心。

比起校园硬件投入，农村娃们更需要

的是文化“软件”，7所农村小规模学校结

合地域特点和校园实际，打造了别具特

色、富有乡情的校园文化。例如，作为民

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麦秆画，已成为石门

镇中心小学安兴校区的一大特色；振兴西

路小学城西校区依托百草园实践基地，让

中草药文化滋养学生们茁壮成长；乌镇植

材小学民兴校区致力于打造书香校园、童

趣校园、智慧校园，让农村学生沐浴在国

际化乌镇的阳光下……弥漫着不同乡土

特色的校园，成为学生改善体质、培养特

长、提振精气神的沃土。

小规模学校蝶变源头活水从哪里

来？桐乡有自己的答案：赋能教师。近年

来，桐乡一直致力于推动“县管校聘”改

革，重点推动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到农村

学校、薄弱学校任职任教并发挥示范带头

作用。2021年，桐乡全年完成150名校长

教师交流，跨校竞聘80人。全市7所农村

小规模学校现有教师96人，高级教师与各

类骨干名师占比高达21.87%，一级教师占

比70.83%。

由于学校条件大幅改善、教育质量大

幅提升，桐乡7所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在校

生已由2015年年初的1123人增加到如今

的1417人，当地百姓的认可度和满意度

逐年提升。

寒假前夕，浦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针对不同年龄学生
的出行习惯和认知特点，通过线上云平台直播、线下室外操
场互动相结合的宣传方式，普及寒假交通安全出行常识和
注意事项，提升中小学生及幼儿的假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
我保护能力。图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在郑家坞镇中心
小学开展“假前一课”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本报通讯员 杨晓东 摄）

本报讯（通讯员 任 萍）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由余姚市

体育管理中心和余姚市社区学

院共同组织实施的“儿童青少

年防控近视暨脊柱侧弯体育功

能操”研究课题完稿，并于近日

接受省、宁波市和余姚市有关

专家的评审。

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近视

和脊柱侧弯发病率较高。究其

原因，姿势不正、缺乏运动是重

要诱因。除了临床上采用必要

的药物与手术疗法，余姚市教

育、体育两部门开始寻求发挥体

育在近视和脊柱侧弯防控工作

中的积极作用。

2020年5月，余姚市成立儿

童青少年近视暨脊柱侧弯综合

防控体育功能操课题研究小组，

进行体育功能操的设计研发，尝

试治疗近视和治疗脊柱侧弯“合

二为一”，通过修正不良的体态

姿势，增加科学的体育锻炼活

动，对正处于生长发育黄金期的

儿童、青少年起到有效的预防与

矫治作用。

据介绍，这套新出炉的体育

功能操充分考虑到了儿童、青少

年的年龄特点，选用姚城少年原

创并演唱的音乐《我是阳光》（伴

奏版），节奏欢快活泼，更容易引

起儿童、青少年的共鸣，对之后

功能操在学校的推广具有积极

意义。

该功能操时长约5分钟，包含拍手明

目、拍打疏络、摇肩伸展等10个小节，动

作张弛有度、简单易学，旨在通过对眼部

与脊柱两侧经络所及穴位的按压、拍打、

拉伸等运动，使眼部与脊柱部位的经穴

气血通畅，改善营养神经，消除睫状肌紧

张或痉挛状态，缓解眼部与脊柱两旁肌

肉的疲劳，从而起到保护视力、预防近

视、预防和纠正脊柱侧弯的效果。

共富共享共温暖

桐乡优先发展乡村“小而美”学校

□本报记者 言 宏

2021年12月21日上午，浙江省教育

技术中心直属企业浙江教育用品发展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石晓耀，如往常一样早

早来到办公室，开始一天工作。

同事们看他时不时地拍打胸部，脸

色也不太好，联想起他在体检中发现有

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就劝他去医院看

看。“没事没事，今天会议挺重要的，先开

会，有空再说。”石晓耀笑笑说。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推辞，大家也就

没有再坚持。

那天会议的内容是审核年度项目执

行与库存，讨论缙云县、杭州市钱塘区两

地数字化改革技术支撑工作，以及缙云

县薄改项目系统数据与“教育魔方”对接

等相关工作。

会议进行到10时，石晓耀突感胸闷，

120救护车直送浙江省立同德医院。12

月22日0时26分，因主动脉夹层撕裂导

致大出血，石晓耀48岁的生命定格在他

钟爱的事业中。

心系事业，用生命书写每天的工作
“石晓耀太拼了。”这是很多人对他的

评价。

7点从杭州出发，上午到安吉，中

午到南浔，下午到吴兴，晚上10点多才

回杭，服务区的一碗粉丝就是一餐，这

是石晓耀去年一天的工作写实。“这一

天，7~8个会，与多位教育局长、学校校

长和合作伙伴交流，话题从‘教育魔方’

构建到教育技术的未来，回到家已筋疲

力尽。”在同事应星的记忆中，“这是石

晓耀的日常，到了招标等关键时刻，与

下属讨论工作到凌晨两三点也是常

事。”办公室成了石晓耀的家，一张旧沙

发就是他的床。

“每当我抱怨他不陪我，他总是笑嘻嘻

地回答：‘不是陪你五六个小时了？我睡觉

也是在陪你’。”“抱怨”背后，家人更多的是

理解，“其实是他已经累得说不出话了，周

末节假日陪客户的时间比陪我们多”。

同事们都记得，在深夜的学校里，他

带着技术团队守在一线处理故障，带着疲

惫的身体加班赶工；在黎明的灯光中，他

带领团队分析项目，研究方案，一丝不苟

地敲定每一个细节；在出差的路上，他背

起身体不适的伙伴，给予无微不至的细心

照顾；在办公室里，他与年轻同事亲切谈

心，鼓励和引导年轻人信心满满地轻装前

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业务骨干；他还多

次谦虚地推辞上级想要给予他的荣誉，主

动将那一份光荣让给同事。

开拓创新，用心血助力数字教育发展
1999年 3月，石晓耀被委派到中心

下属国有企业浙江教育用品发展有限公

司工作，成为公司创始人之一。交付公

司第一台投影仪的那天，他一个人扛着

重重的投影仪走了一个小时的小路，直

到把设备送到学校完成装配和调试。他用

第一单业务，记录了一个新团队的出发。

作为分管业务的副总经理，公司从

最初的5人创业团队到现在的百人规模；

年销售额从100多万元增长到5个多亿，

企业每一步发展、每一步壮大无不凝结

着石晓耀的心血、汗水和智慧。

2020年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期，

几名高管及核心骨干员工离职，更多任

务落到了石晓耀的肩上。因为体制机制

等问题，石晓耀的一些改革设想不能马

上落地，为了员工的利益他据理力争，但

为了大局他也会静心筹划。“晓耀是个大

气、大度、很能吃苦、很有担当的好党

员。”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主任王会军

说，他一直记得与石晓耀的最后一次通

话。电话里，石晓耀谈了公司发展的困

难，也谈到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中心工

作的不易，“这种换位思考让人感动。如

果人人都能如此，那人与人之间的理解、

团队与团队的协作、事业的推进就能更

加顺利”。

“他总说，公司是他实现抱负的平

台，是他生命的大部分。像他这样有操

守，不为金钱所动的人太少了。你要好

好写写他！”湖州市吴兴区教育信息中心

主任沈建华郑重地拜托记者，语气哽咽。

“辞职单干吧！你基础这么好，人脉

这么广。每年不到20万元的这点工资，

你自己做两单就来了，还不用这么辛

苦。”常常有朋友对石晓耀这样说。“这个

公司是我的另一个儿子，我抱大的，真的

有感情，舍不得离开。”石晓耀的回答很

质朴。

他带领团队奔走在浙江省农村中小

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义务教育薄弱环节

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的路上；他为教育领

域数字化改革、技术赋能“双减”等重大工

作，积极出谋划策、攻坚克难；他参与研究

制定“教育魔方”三大中枢、空间服务系统

等有关技术方案，推动空间大脑、智能教

育一体机等有关产品的研发……凭借过

硬的专业素养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在组

织赋予的舞台上，他用技术撬动教育公

平，交出了一份共产党员的忠诚答卷。

服务基层，用初心滋润乡村的孩子
每年暑假，技术中心第三支部党员

和技术骨干组建的“心+心”志愿服务队

都会出征偏远山区和海岛学校。10年时

间免费为全省500余所学校的8000余套

多媒体设备和网络设施提供检测、维护、

使用培训等服务。很多学校都在偏远农

村、山区、海岛等地，交通并不便利，为了

使有限的人手服务更多的学校，队员们

常常只身一人前往这些学校。“忙完，常

常已经错过末班车。教师骑摩托车把我

们送回县城落脚是常有的事。”第三支部

党员陈敏说。

这个第三支部的品牌活动，来自石

晓耀2012年的策划和身体力行的带动。

他常常说：“我是一名教育系统工作人

员、一名共产党员，有义务让山区海岛的

孩子们像城里的孩子们一样顺畅地享用

教育信息化带来的成果。”

“8月29日一体机到货，连续奋战48

小时，终于保证了9月2号顺利上课。”景

宁县民族小学总务主任周红金一直记得

2019年的暑假。因为上级通知要换一体

机，他们早早拆掉了教室里原先的投影

仪。可是到了8月15日，一体机还没到

货，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关键时刻，

景宁县教育局技术中心主任陈海平找到

了石晓耀。石晓耀二话不说，想方设法

组织到了货源，保证了学校按时开学。

“他什么都懂，总是替我们考虑。”陈海平

说，“为了不让农村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我们特别渴望建设‘教育魔方’。”2021

年，石晓耀协助组织项目申报。目前，

景宁县“教育魔方”基本成型，有望成为

全国民族自治县教育信息化的先进

县。石晓耀还给景宁县免费做了教育

信息化三年规划。“与晓耀合作，不是做

生意，是一起谋划浙江教育信息化的未

来。”陈海平说。

“‘有困难，找晓耀’成了我们的共

识。”沈建华说，石晓耀总是“有求必应”，

吴兴区换大屏白板，想免费增加学习软

件，虽然这并不在招标范围内，他还是爽

快地答应了。“做产品就是做人品，售后

服务最佳是我们选择浙江教育用品发展

有限公司的原因。”沈建华说。

云和县城西小学是一所民工子弟小

学，年轻教师吴美玲凭着熟练的白板应

用，一堂“轴对称再认识”课让人刮目相

看，最终获得全省中小学教师技术应用

创新大赛二等奖。“农村的孩子并不笨，

教育技术发展让我们有了底气！”吴美玲

说。“教育技术支持了像吴美玲这样的农

村教师成长。为了云和的教育信息化发

展，石晓耀不知来了多少趟。”云和县教

育技术中心主任叶梅珠说。云和县突破

常规提早规划和建设“教育魔方”也离不

开石晓耀的支持。

温暖职工，用情怀让人们记住他的名字
石晓耀倒下了，300多名同事和好友

赶来和他做最后的告别。“如果没有疫

情，来看他的人会更多。他也许有工作

中的‘敌人’，但没有一个是私敌。”人们

都这么说。

深夜，守着遗体，人们眼中泛着泪花。

“明天就火化了，真舍不得！”

“大哥是个爱热闹的人，我们再陪他

喝一杯吧！”

几个五大三粗的男人一边喝着，一

边讲着跟随石晓耀创业的故事。“个个哭

得稀里哗啦，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

陈海平说。

谈起石晓耀，人们记得的都是温暖。

去世前几天，同事徐鹏遇到点儿事

有些想不通，石晓耀下了班就找他谈

心。“我父母晚上 10 点多还给晓耀打

电话，让他和我沟通。他真像我的大

哥，感觉他还在身边，没有离开。”徐鹏

带着哭腔说。

作为第三支部书记，为了更好地进

行入党前谈话，晓耀自己花钱买了几杯

咖啡，创设了特别好的谈话氛围。“那天2

个多小时的谈话，让我敞开了心扉，学到

了做人的道理。那杯咖啡，很温馨，我会

一辈子记得。”同事孟彩云说。

为了公司有更好的氛围，石晓耀还

自己出钱带着年轻人搞团建，甚至不顾

自己膝盖受伤的情况。

石晓耀出差回到单位办理报销手

续时，常常给办公室的同事们带好吃的，

有时是一块饼干，有时是一个水果。想

起石晓耀，同事陈瑛眼前总是浮现出一

张笑脸、一个橙子和那句“送你一个橙

子，让你‘心想事成’”的祝福。

无论是对待身边同事，还是工作上

的合作伙伴，石晓耀始终展现出宽厚坦

荡、率直真诚的人格魅力。他以宽厚的

胸怀对待他人，赢得了单位同事和合作

伙伴的尊敬。

几天前，大家在石晓耀办公室收拾

物品时看到几封信和几张小学生的照

片，其中一封写着“如果不好好读书，更

是对不起您，您不但捐助了我的学费，工

作这么烦（繁）忙还千里迢迢来看我……

使我很感动，我知道你是关心我的。”落

款是2004年 3月 12日遂昌罗××。“我

已经忘记他捐助了多久，只知道有这么

个孩子受过他的帮助。”石晓耀的爱人流

着泪说，“他对遇见的每个人都好，唯独

对不起自己！”

为普惠教育铺垫技术的基石
——追记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优秀共产党员石晓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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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晓耀在会议上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