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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姚雅萍）下午4：00，

伴随着悦耳的放学音乐，杭州市奥体

实验小学学生们从教室里结伴而出。

他们沿着一条画着蓝线的通道，熟门

熟路地走上了回家路。这条连接学校

和家的蓝色步行通道是滨江区先行先

试的“通学路”。

随着“双减”政策落地，家长接送

难问题日益显现。滨江区城市大脑数

据显示，公安、交警、教育、城管等部门

联动开展护校安园行动以来，上下学

期间校门口的交通秩序得到了一些改

善，但维护压力依然较大。

该怎么办？划出一条专门用于学

生上下学的“通学路”的想法被提了出

来。于是，滨江区成立以分管副区长

为组长，教育、民政、交警、城管、街道

和社区等部门组成的专班，利用学校

放秋假时间，完成了现场踏勘、可行性

研究、专家论证、家委会讨论和学生试

走等工作。

2021年10月，滨江区试点启用首

条“通学路”。该条“通学路”以缤纷

小区（包含缤纷北苑、缤纷西苑、缤纷

东苑和印月尚庭）为起点，西至杭州

市丹枫实验小学，东至杭州市奥体实

验小学，全长1.5公里。本学期，该区

再以杭州市钱塘实验小学为试点，开

设了一条“通学路”。目前，3所学校

每天约有240名学生走这两条“通学

路”上下学。

为保障“通学路”的安全性，城管、

交警、公安等部门通力合作，为“通学

路”设置独立通道，铺设全线彩条，沿途

还张贴了特色标牌、亚运图案、励志文

字、动漫地贴等标识，引导学生把注意

力集中在路上。同时，区教育局还联合

学校家委会统一定制了帽子、书包罩和

警示旗反光贴等学生标识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通学路”还能

“云守护”孩子上下学。每个走“通学

路”上下学的孩子都有一张“智能学

生卡”。这张“智能学生卡”具有定

位、通话、紧急报警和报时等功能。

孩子每天上学和放学的路途中，通过

电子围栏的方式，定位系统就会开

启，精度约 20 米。家长的手机端可

以实时收到孩子的轨迹信息，孩子安

全到达后还会发送通知。轨迹偏离

或超出预计时长，均会预警提示。同

时，“云看护”系统的终端还与“通学

路”沿线的监控、社区综合治理中心

连接，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可以第一

时间查看孩子的去向。

另外，区教育局还联合学校开发了

“通学指南”，从学生通学规范到志愿

者护学制度，从学校通学培训手册到

给家长和沿街商户的一封信，涵盖了

“通学路”上学生安全行走的方方面面

要求。“我们计划今年在条件成熟的学

校和小区之间再开通多条‘通学路’，

让走‘通学路’上下学成为常态，探索

出一个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通学

方案。”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学生上下学安心走

杭州滨江区推广“通学路”

智慧助老智慧助老的的
教育力量教育力量

□本报记者 江 晨

这段时间，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

院外语外贸学院学工办主任王杭芳忙

着和义乌市妇联对接，筹划同各个街

镇、村社服务点的合作，扩大智慧助老

的范围。“我们希望每个村社都至少有

一名‘智慧小囡’成员帮助老年人跨越

数字鸿沟、融入智能化时代。”和一年

前一样，现在的王杭芳依然干劲十足，

充满期待。

王杭芳所说的“智慧小囡”是学院

去年打造的一支智慧助老志愿者团

队。为了更好地体现并发挥女性力

量，团队成员皆为女大学生，并取用

“囡”这一字作为团名。团队首批成员

有80人，她们不仅经历了层层筛选，

还接受了专业培训。团队组建后，成

员们深入义乌市各个街镇、村社，为村

居老年人提供智能手机高频使用场景

操作指导和防诈骗知识宣传。

“去年4月和妇联对接后，我们开

始招募志愿者，主要面向学院女学

生。选拔标准包括形象、表达能力、性

格等。”外语外贸学院学工办辅导员吴

家炜介绍，当时报名渠道一开通，学生

们蜂拥而至。学院还成立了义乌市

“智慧小囡”巾帼志愿者培训基地，设

计了“村居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现状

调研问卷”，并结合问卷数据和校内师

资打造了一套完整的智慧助老课程，

内含出行、医疗、消费等九大应用场

景，用于培训通过面试的志愿者。

外语外贸学院2019级学生陈永

梅是首批“智慧小囡”成员。“此前我也

参加过一些进口会展、走访福利院之

类的志愿者服务活动，在得知有智慧

助老活动后，立刻报了名。”陈永梅说，

她们首批成员在通过面试后都接受了

沟通礼仪培训及常见智能手机App

使用指导培训，通过考核才能结业。

培训的内容不难，但要教会老年

人可不简单。去年5月15日，陈永梅

及团队成员一同来到后宅街道稠岩村

开展志愿服务，这是首次助老行动。

成员们通过集中服务、进户一对一服

务等方式开展活动。“我们帮助的老年

人大多在七八十岁，他们容易对陌生

人产生抵触心理，或觉得学习使用智

能手机没什么必要。此外，他们年纪

大了，记忆力不好，许多内容需要教好

几遍才能掌握。”陈永梅说，碰到这种

情况大家虽然有点失落，但会耐心沟

通，赢得老年人的信任。

后来，随着成员们走访范围扩

大、次数增多，义乌市许多街镇、村社

的老年人都认识了这支身披马甲、朝

气蓬勃的“智慧小囡”。有位陈大爷

特意从偏远的义亭镇赶来求教，还把

学习内容一五一十地记录在本子上；

80岁的退休教师方爷爷主动向志愿

者们请教“学习强国”App的使用方

法；将近70岁的徐爷爷还想让志愿者

们给他拍的抖音视频点赞。“成员们

不仅要有耐心和亲和力，还要有礼

貌、懂礼仪。遇到涉及钱的操作，成

员会立刻补充防诈骗知识宣传。如

果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我们也会跟

他聊聊天。”王杭芳说。

一次次真诚且走心的行动，在助

老的同时也促进了成员们的成长。前

不久，外语外贸学院2020级学生杨薏

垚和奶奶通了一次电话。除了平常的

寒暄，电话那头，80岁的老人还不断询

问：抖音视频怎么拍呀？支付宝里的

行程卡在哪儿？……杨薏垚耐心回

答，偶尔还会来个小测验，如“从支付

宝点开健康码的操作，您还记得吗？”

一来二去，从前几分钟就结束的通话，

现在要聊半小时以上了。

“在教老年人时，我就想到自己的

爷爷奶奶面对数字智能也会不知所

措。过年在家时，我发现他们不太会

抢微信红包，又担心询问会打扰晚辈，

所以就在一旁看着我们玩。”杨薏垚

说，结业考核时，她主动告诉奶奶如果

有不会的可以问她，当时奶奶的表情

很惊喜。渐渐地，她变得越来越有耐

心，和家里的老人也越走越近。

政校合作、感恩教育、实地帮扶……

诸多元素融于一体，赋予助老活动别

样意义。记者了解到，从创建之初到

现在，“智慧小囡”巾帼志愿者团队已

先后奔赴义乌市7个镇街，为近3000

名村居老年人提供智慧服务。后续还

将逐渐覆盖至全市14个镇街，推进智

慧助老服务常态化。

前不久，义乌市妇联联合义乌工

商职院开展的“智慧小囡”助力银龄跨

越数字鸿沟项目还入选了国家级“智

慧助老”优质工作案例。欣喜之余，团

队又开启了新工作：创办“智慧银龄服

务”公众号，应对疫情之下志愿者无法

线下帮扶的情况。“我们希望利用学生

力量拍摄一些视频，然后推出一些能

够让老年人反复观看的内容。我们也

会派‘智慧小囡’成员入驻地方社群，

提供线上指导。”在王杭芳的设想里，

未来巾帼力量可以从学校延伸至全社

会，高校可以继续发挥智库作用，提供

师资开展志愿培训。此外，服务还可

以朝着个性化、订单式方向演变，让助

老工作更有针对性。

“智慧小囡”搭起“助老桥梁”
义乌工商职院帮助3000名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本报讯（通讯员 姚改改 周 璟）
近日，诸暨市紫阆村的文化礼堂内，

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一堂针对祖辈

家长的家庭教育课正在进行。大唐

镇柱山小学教师侯松燕用诸暨方言

为爷爷奶奶们传授“隔代带娃”的家

庭教育理念。

“前几日，我们收到了一个征集家

庭教育讲座需求的通知，我就根据课程

菜单，替村里的爷爷奶奶们报课了。”紫

阆村驻村干部周越介绍，“在农村，祖辈

带娃是很常见的，现在时代进步了，他

们对家庭教育知识的需求也很大。”

为努力提高社区（村）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水平，宣传普及科学的家庭教育理

念、知识和方法，诸暨市妇联开展“诸家有

爱，家教有方”家庭教育大讲堂公益送课

活动，向诸暨全市各镇乡（街道），有关市

级部门、企事业单位发放《关于征集“诸家

有爱，家教有方”家庭教育大讲堂活动需

求的通知》，计划公益送课200场。

“诸家有爱，家教有方”家庭教育大

讲堂活动的重点服务人群为20~35岁适

龄婚育人员、3岁以下婴幼儿家长、青春

期学生家长和祖辈家长，以及幼儿园、中

小学等学段的家长。授课的均是诸暨市

家庭教育讲师团讲师。

此外，为方便社区（村）和单位点单，

诸暨市妇联还联合市教体局、市卫健局、

市家庭教育研究会编印了《诸暨市家庭

教育讲师风采录》，并开发制定了《诸暨

市家庭教育指导课程菜单》。菜单共有

53个主题课程，覆盖亲子沟通、预防性

侵、青春期教育、升学规划、心理健康、隔

代教育、婚姻家庭、孕期保健等多方面家

庭教育知识。

诸暨：200堂“点单式”家庭教育课送到家门口

安全礼物送上门

儿童节来临之际，浦江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将“一盔一带”、货车盲区等交通安全知识送到
浦江县亚联学校，守护学生平安成长。

（本报通讯员 杨晓东 摄）

温州推出改善偏远乡村学校
教师食宿行动计划

本报讯（记者 金 澜）日前，温州市教育局印发

改善偏远乡村学校教师食宿条件工作方案，提出偏

远乡村学校教师食宿条件改善提升三年行动计划，

为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供有力的

硬件保障。

根据行动计划，该市将围绕教师有品质的在校

住宿需求，重点提高住、卫、食等服务品质。按照“一

校一策”的要求进行分类改善，对已提供教师住宿的

学校，进行进一步改善；对未提供教师食宿的学校，

尽快解决教师食宿问题；对新建的偏远乡村学校，把

教师食宿设施按相关标准统一纳入规划，做到同步

建设，让广大偏远乡村教师在学校里有归属感、在岗

位上有幸福感，让更多优秀教师更愿意服务乡村教

育。按照部署，至2024年年底，全市计划改善提升

学校120所，其中改造类学校92所，投入改造资金

6635.8万元；租用类学校28所，偏远乡村学校教师

食宿条件将得到全面改善。

金华启动百校“云揭榜”活动
助推校企技术对接

本报讯（记者 武怡晗）日前，金华举行千榜进

百校“2+4+X”重点产业“云揭榜”活动，以行业共性

难题为重点，发布超1000个技术难题榜单，寻求高

校技术支持，解决产业发展难题。

活动梳理行业共性难题榜单，由政府领衔发布

并牵头主动对接高校院所的技术成果和创新资源，

着力打造“发布一个榜单、受惠一批企业”的“揭榜

挂帅”新模式。活动期间，共推出十大重点产业“云

揭榜”专场。此次全市“云揭榜”的首个专场是婺城

区举办的汽车及零部件“云揭榜”专场。活动现场，

相关企业围绕技术需求进行了“云路演”，并开出具

体技术需求榜金。为提高技术对接的精准性，相关

企业现场视频连线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

工业大学、浙江师范大学、金华职业技术学院等高

校专家，进行了“云对接”。

据了解，金华市自2020年5月推出“揭榜挂帅”

全球引才机制以来，持续探索优化，不断迭代创

新。金华市科学技术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启动

千榜进百校活动，将按照榜单的产业分类和专业需

求，向相关具有优势学科的重点高校进行定向推

送，着力从源头上提高揭榜的成功率。截至5月上

旬，该市已面向全球发布了企业技术难题和专家成

果榜单共2744项，吸引全国125家高校院所的269

个高层次人才团队“揭榜”，帮助215家企业解决技

术难题326项，兑现榜金超3.8亿元。

宁波奉化区
组织百名艺术家进村校

本报讯（通讯员 乌雯雯）“第一次上雕塑课，

学会了泥塑人物的拼接方法，感到很新奇很有趣。”

5月23日下午，听完来自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的雕塑

艺术家黄小华的课，宁波市奉化区畸山小学学生张

润盈开心地说。这是奉化区“行走的艺术家课堂”

乡村公益行活动的第一站。

“行走的艺术家课堂”乡村公益行活动由宁波

市综艺教育指导中心、宁波市青少年宫、奉化区教

育局、奉化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奉化区文广旅体

局、奉化区关工委联合举办，组织宁波市艺术家深

入乡村学校进行艺术普及送教，开展采风创作，引

导孩子向艺术家学习创意创作的思维和方法，制作

具有地域特色和创意风格的美术作品，并因地制宜

地分区域展示。

奉化区教师进修学校美术教研员邱积钏介绍，

“行走的艺术家课堂”乡村公益行活动将在5月至7

月间持续进行，后续还将有国画家、油画家、综合媒

材艺术家等近百名不同门类的艺术家走进区内乡

村学校，通过写生创作、作品展览、现场互动等方式

带领孩子们走进多元多彩的艺术课堂。

距离中考不到一个月，长兴县实验中学
开展“考生向前冲”“毛毛虫接力”“枕头大战”
等集体减压活动，让学生们在趣味游戏中释
放压力。

（本报通讯员 吴 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