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金 澜 版面设计：苇 渡

电话：0571-87778092

E-mail：zjjyb1@163.com2 2023年11月10日 星期五

综合新闻

““小拳王小拳王””对决对决

□本报通讯员 朱军连
记者 邵焕荣

“学校不仅邀请我去参加现代农民

培训，还派专家到村里手把手教我种新

品种水稻，现在有了好收成，明年我还要

扩大种植面积！”11月7日，庆元县荷地

镇新田湾家庭农场负责人甘全贵忙着在

自家房前的水泥地上翻晒稻谷。今年，

他在丽水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的指导下，

种了30亩浙香银针。这种稻谷碾出的

米，价格要比普通大米高数倍。

荷地镇海拔在1040米至1670米，

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镇。当地农民主

要靠种地、卖香菇挣点微薄收入，随着青

壮年纷纷进城打工，镇上的一个个村子

渐渐成了“空心村”。

如何改变这一面貌？2021年10月，

丽职院与荷地镇结对帮扶工作正式启

动。学校在荷地镇设立了“两进两回”乡

村振兴工作站，即学校科研项目、资金进

乡村，招引青年、乡贤回农村。同时派驻

农村指导员，组建专家团队实地调研荷

地镇的产业发展状况。很快，学校就找

到了第一个发展突破口：农林产业。

荷地镇是传统的农业大镇，农林产

业以食用菌、高山大米为主。但是传统

的食用菌技术滞后，而高山大米品种单

一，农产品附加值偏低。丽职院驻村农

村指导员张欣伟介绍，学校发挥自身优

势，积极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和发展模

式，重点指导发展了一批规模大、效益好

的产业示范基地，助力打造荷地“800”高

山特色品牌，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据统计，2022年，荷地镇栽培食用菌

100万袋、高山冷水茭白1000亩、锥栗

4000余亩。新农林经济的发展带动了

当地一大批农民增产增收，但要实现共

同富裕，仅靠农业还不够。于是，在总结

农林产业帮扶成效的基础上，丽职院又

找到了第二个发展突破口：特色文旅体

产业。

荷地镇具有独特的高山台地资源，

是打造亚高原运动基地的上佳之地。为

此，丽职院充分发挥学校旅游、体育专业

优势，积极组织专家团队到镇上开展专

项技术服务。同时，组织大学生赴基地

开展社会实践、艺术写生和调研活动，在

为基地做宣传的同时，也为基地的发展

出谋划策。截至目前，该基地已承办各

类活动50余场次，客流量超过4000人

次，项目每年可为该镇创收百万余元。

基地的高人气还带动了民宿、餐饮等多

个行业的发展，形成了“吃住游购娱”一

条龙产业链。

据统计，2022年，荷地镇荷地村集体

总收入达到了99.7万元，较上一年增加

49.5%，经营性收入达51.1万元，较上一

年增加318.9%，农户效益较去年提高了

3万~5万元。

家乡的发展唤回了归乡人。“本想着

回乡试一试，没想到现在收入比在县城

打工还要高。”说起现在的生活，荷地村

村民吴家强一脸满足。他告诉记者，今

年4月至8月，家里开的餐馆承接了浙西

南亚高原运动基地的部分餐饮业务，其

中5月营业额突破了10万元，“现在在家

门口就能挣到钱，还不耽误照顾老人、孩

子，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丽职院党委书记周一红表示，下一

步，该校将进一步发挥专业优势，不断

挖掘乡村资源价值，实现村镇农林产业

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乡村的人居

环境。

助助助助力力力力““““千万工程千万工程千万工程千万工程””””

焕发焕发焕发焕发““““万万万万千气象千气象千气象千气象””””

丽职院助力庆元县荷地镇发展农林和文旅产业

产业有奔头 农民有盼头

□本报记者 舒玲玲

1份评估总报告、5份县市评估报

告。近日，浙江省教育考试院为青海

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学前教育工

作出具了系统的“质量诊断报告”。

受省援青指挥部和省教育厅委

托，10月22日至27日，省教育考试院

遴选了10名学前教育专家组成评估

组，参照浙江省等级园评估标准，分别

对海西州德令哈市、格尔木市、都兰

县、乌兰县、天峻县等5个县市34所幼

儿园进行实地评估。每天早上8：00入

园，一直忙到晚上10：00才结束，评估

组深入班级现场，围绕一日活动安排、

班级空间与设施、班级保育教育、课程

管理、家长工作和社会服务等要点开

展诊断性评估指导。

为了用足用好在海西州的每一

天，格尔木市评估小分队一到当地便

迅速投入工作，在全员培训的基础上，

制定了听、查、看、访、研、定的评估“六

步曲”，明确评估帮扶的重点和评估的

聚焦点，将工作重点向落实评估后的

改进计划倾斜。连日来，评估组专家

们一边赶路一边对照评估指标真查真

看，深度问诊把脉海西州学前教育，指

出的问题也是一针见血：周计划和一

日活动安排不够科学、忽略幼儿与环

境的互动、教师“高控”行为明显、园本

课程开发能力较薄弱、幼儿成长档案

缺失……

实地评估期间，评估组专家们还

针对现场评估中涉及的文化环境、集

体教学、区域游戏、功能室活动及户外

活动等领域的实际情况和问题，与被

评估幼儿园的园长和教师进行深入交

流与沟通。在都兰县，专家们举行了

园所文化建设、参与式教研、户外环境

空间规划以及同课异构等主题的“菜

单式”讲座；在天峻县，县教育局领导

不仅亲自参与评估全过程、在现场听

取反馈意见，还邀请评估组专家授课，

指导全体教师如何进行幼儿园班级保

育教育精细化管理。

省教育考试院评估部主任张应

敏告诉记者，坚持以“浙江标准”来评

估海西州的学前教育工作，就是希望

创新评估帮扶形式，科学诊断幼儿园

的保教质量，并以评带训、以评促建，

提升园长的保教指导能力，把浙江的

优质办园理念与保教举措潜移默化

地渗透进海西州幼教人的心里。为

了帮助当地幼教工作者更好地理解

“浙江标准”，评估组还邀请当地骨干

园长加入队伍，跟着浙江专家们实地

学习如何评估、如何观察、如何保教、

如何改进。

完善幼儿园顶层设计、对户外场

地进行功能性划分、设计园本研训内

容……对照评估组专家们给出的意见

建议，这几天，德令哈市滨河路幼儿园

正着手对园所文化和保育教育进行调

整与改进。该园园长不仅全程参与了

跟岗评估，还在评估结束后恳请浙江

专家“开小灶”，对幼儿园的各项工作

给予深度指导。

据介绍，评估期间，专家们还为当

地幼儿园园长和责任督学共150余人

进行了“班级保育教育观察评估”专题

培训，通过讲座和评估指标解读，指导

他们重点学习班级观察的标准、指标

内涵及评价细则、观察的基本方法、结

论的判断标准等内容。

“评估到最后一个幼儿园时，我们

暂不表态，让园长们先进行自评，从反

馈结果来看，他们的评估水平和教育

理念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与改

变。”带队的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冯成

火说，希望通过带队实地评估，切实提

升当地园长的保教质量诊断意识和评

估能力，增强当地学前教育的“造血”

能力，实现海西州学前教育领域的补

短提质、跨越式发展。

□本报记者 金 澜
通讯员 王 翠

11月6日下午5：00，到了放学时

间，衢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八年级班主

任姜丽霞带着9名学生走出校门。见

到前来接送的家长，姜丽霞把孩子逐

一交到每个家长的手上，同时细细交

代孩子当天的在校表现、作业情况和

回家后要注意的事项，“特殊学生学

得慢、理解力弱，回家后很多事情都要

家长配合支持，对家长要多叮嘱几

句”。这种特别的交接，姜丽霞一做就

是30年。

“特殊教育教师要更有奉献精神，

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学生。”30年来，姜

丽霞用自己的热情、执着和智慧，呵护

每一个听障学生的健康成长，是学生

们口中的“姜妈妈”。作为班主任，她

不仅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学生洗衣

服、叠被子，帮学生保管零用钱、购买

生活用品，每天晚上12：00还会去宿舍

叫因疾病尿床的学生起来上厕所，每天

一早煮鸡蛋给生病的学生补充能量。

2016年，姜丽霞接手了一个困难学

生：不上课、不写作业，来学校就是在操

场嬉戏打闹。姜丽霞开始了与他的“斗

智斗勇”：上课时，安排他坐在讲桌旁；课

后带到办公室一对一辅导；只要有一点

点好转的迹象，就狠狠表扬他，帮他树立

自信。很快，姜丽霞的小妙招奏效了，这

个男孩改变了，如今已是班上最贴心、最

肯干的学生，每学期都拿奖学金。

特殊学生也会有青春期的烦恼。

厌学、逃课、沉溺网络等状况的学生，姜

丽霞都遇到过。她秉承着“不放弃任何

一个学生”的初衷一一化解。她巧用家

校共育，说服家长先做出改变，用家庭

的温暖让学生迷途知返；她敏锐地察觉

到学生的长处，推荐他们加入文体兴趣

小组，扬长避短，打开人生的另一扇窗。

因为以真心待学生，家长也将姜丽

霞视为一家人。家长有事找姜丽霞帮忙

时，她也是该出手时就出手。2021年端

午节晚上，姜丽霞突然接到了一个家长

打来的电话：她是独自带孩子租住在衢

州的，刚刚出了车祸，正在医院接受救

治，希望姜丽霞帮帮她。姜丽霞立刻叫

醒熟睡的爱人，两人冒雨赶赴医院，又是

向医生了解伤情，又是找肇事者协商赔

偿……等对方的亲戚从老家赶到医院

后，夫妇俩又前往出租房照顾独自一人

在家的学生。他们回到家时，天都快亮

了。姜丽霞说：“特殊学生的健康成长需

要紧密的家校合作，我们多做一些事、多

释放一些善意，家长就会更支持学校的

工作，说不定就挽救了一个孩子。”

61名，是姜丽霞翻看历届学生毕

业照后算出来的学生数量。但在30年

教学生涯中，中途转学和因年龄原因

提前离开学校的学生也不少，姜丽霞

把他们的名字一个个记在心里，希望

他们在另一方天地里也能得到足够的

关爱和重视。前不久，姜丽霞被授予

浙江省师德楷模称号。她说，自己愿

做照亮特殊家庭前方道路的一束光，

温暖每一颗家长的心，指引每一个特

殊孩子前行。

诊断先行 以评促建
省教育考试院创新教育援青新模式

61名孩子，个个放在心头
——记浙江省师德楷模、衢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姜丽霞

杭州萧山区发布
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本报讯（记者 朱郑远 通讯员 郎露寅）
11月4日，杭州市萧山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大会召

开。会上表彰了区立德树人楷模及尊师重教突出

贡献者，并发布了萧山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

方案旨在全面打造“人有优学、学有优教、教

有优师、校有优策”的“尚学萧山”教育品牌，规划

了未来5年的30项预期性指标。在“人有优学”目

标中，提出公办幼儿园、优质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

要从2023年的78%和91%分别提升至2027年的

85%和95%；“学有优教”目标聚焦优质均衡、智慧

校园、体育运动场馆建设等方面，将通过5年时间

进一步缩小校与校之间的教育质量差异；“教有优

师”重点提出，到2025年中小学校专职心理教师

配置率将达100%等；“校有优策”也明确，将新建、

引进名校集团，跨区域跨层级名校集团覆盖率至

2027年达40%等。

在接下来的5年里，萧山将实施名优教师锻造、

品质校园建设、卓越学校培育、综合改革启航、教育

质量提优、未来教育探索等6大行动，配套推进20

项改革攻坚任务，包括党建引领提升、专业素养提

能、城乡交流提速等工程。

诸暨教体局
培养“两会一能”青年干部

本报讯（通讯员 姚伟均）“作为一名年轻干

部，通过‘两会一能’的淬炼，现在我既能从机关的

视角看学校发展，又能从学校的需求看机关工作。”

近日，2023学年诸暨市教育体育局机关年轻干部

“两会一能”素质提升工程启动会上，干部吴珊燕作

为去年的优秀学员代表发言。

据悉，诸暨市教体局机关年轻干部“两会一能”

素质提升工程从2021年开始实施，通过设立“年轻

干部固定学习日”，实施“1+1+1”导师帮带制度，开

展年度“清单式”考核、“成长指数”评价，建立“上挂

下派”机制等方式，淬炼年轻干部“会写、会讲、能干

事”的本领。

截至目前，工程已经培养了3批学员。据统计，

2021年以来，局机关的年轻干部中，上调绍兴市局

1人，担任村社“第一书记”6人，100余人次获评诸

暨市级及以上荣誉。诸暨市教体局党委书记、局长

陈初明表示，诸暨市教体局将继续聚焦机关干部成

长短板，大力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努力锻造一

支政治过硬、素质优良、作风正派、充满朝气的青年

铁军。

11月3日至5日，2023年浙江省青少年儿童散打联赛
总决赛在衢州市柯城区石梁镇麻蓬村鸣锣开打。来自全省
12支队伍的210名散打运动员参加比赛。现场，运动员们
虽然稍显稚嫩，但精神头儿十足，一招一式打得有模有样。

（本报通讯员 吴铁鸣 摄）

（上接第1版）
三、踏尽青山、走遍田间，坚持开放力辟新天地
紧盯乡村振兴主赛道，坚持把论文写在大地

上，以拥抱社会之姿聚事业发展之势，走好“赋能共

富路”。一是树样板、亮品牌。打造“一根科技竹、

两颗富民果、三幅美丽图、四株小仙草、五粒金种

子”的“12345”科技富民服务样板，打出助力共富

“组合拳”；持续擦亮“全校服务全域”社会服务品

牌，全力为遂昌、开化等地提供支撑全域发展的“浙

农林大方案”。二是沉下去、优服务。选优配强一

支有爱农情怀、有拳头技术、有吃苦精神的科技特

派员队伍，每年派出近200名特派员在省内外50多

个县市区开展科技推广和技术服务，连续14年被评

为浙江省科技特派员先进派出单位。三是作示范、

汇合力。以开放包容、聚力攻坚的积极姿态，牵头

做好浙江省高校助力乡村振兴联盟，建强联盟专委

会，强化战略互补、整合优势资源、共享建设成果，

探索高质量推进乡村振兴。四是创经验、育新才。

全面实施“生态育人、育生态人”工程，创新提出“无

体艺不农林、无生态不农林”的育人理念，以系列制

度政策举措，让更多学生走出网络、走出寝室、走出

校园，走进运动场、走进绿水青山、走进田间地头，

为浙江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培养大批知农爱农、全

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与亿万农民肝胆相照、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

是全体浙农林大人的光荣使命和责任担当。作为

双省部共建高校、浙江省重点建设高校，浙农林大

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奋

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

11月9日是全国消防日，湖州市吴兴区埭
溪镇消防综合应急救援队联合上强小学开展
消防宣传教育活动。图为学生在消防员的指
导下使用灭火器。

（本报通讯员 何伟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