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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讯（通讯员 卓 扬 陈晓莉）
春节的热闹还没彻底散去，位于海南陵

水的南繁基地里，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温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的育种团队

已经在田间地头忙活开来。“现在正是

早稻抽穗扬花的时节，早稻抽穗扬花只

有短短几天时间，是育种工作的关键

期。”早稻育种团队的常志远正月初八

就开工了，在育种试验田里记载水稻的

株型、叶色、叶宽、抽穗期等农艺性状。

早稻育种团队负责人张永鑫介绍，

水稻的育种周期很长，成功率低，育成

一个品种要8~10年，采取北育南繁的

科研育种方式，可以缩短三四年育种周

期，大大加速育种过程。

为了缩短试验周期，温科职院杂交

稻育种团队每年都要在温州和海南两

地穿梭，开展加代、杂交配组等工作。

“早稻南繁的关键节点，一是抽穗扬花

期，要测配杂交和制种赶粉；二是灌浆

成熟期，要抢时间选种、收种。”团队副

研究员、两系水稻育种专家周慧已参与

水稻南繁工作15年，长时间连续测配、

田埂边吃干粮已经是家常便饭。两系

杂交稻育种团队负责人、研究员马国华

更是南繁基地的常客，连续27年往返

温州和海南陵水，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

的时间待在基地。

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两系杂交稻

育种团队已育成泰两优和V两优系列品

种10余个，目前全国推广种植面积近

300万亩，浙江省内推广100多万亩。

据介绍，温州科技职业学院（温州

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坚持发挥学科优

势，依托“全省浙南作物育种重点实验

室”等平台，聚焦优异种质资源的收集

与鉴定、重要农艺性状关键基因的挖掘

与种质资源创制、重大新品种选育、良

种繁育技术研究、新品种示范推广等五

大重点任务，紧紧围绕研、育、繁、推等

重点环节科学布局，以优质品种产出为

核心，以科研为驱动力，加速种业科研

能力建设、平台打造和成果转化效率，

助力种业振兴。

温科职院：“科技候鸟”南飞育种忙

□本报记者 金 澜

新学期开学，上午大课间，温岭市

石塘镇箬山小学操场上又响起了熟悉

的乐声，全校300多名学生齐刷刷跳起

了学校特色的鼓舞。这套鼓舞将石塘

箬山一带流传的民间舞蹈大奏鼓和传

统健身操相结合，在强身健体的同时，

还能传播当地的非遗文化，深受师生喜

爱。而这套鼓舞是由校长应丽红带领

的团队创编的。

上世纪90年代末，师范毕业的应丽

红毅然选择回到母校，也就是离城区最

远的海岛小学箬山小学任教。长年相

处中，应丽红发现，受限于地理位置、经

济条件等因素，很多海岛娃课余活动单

一，且胆小怯懦、不善言辞。

为改变这一面貌，2014年，上任德

育副校长的应丽红，开始从传承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奏鼓着手。“大奏鼓

是群舞，需要边敲边舞，可以提升学生

的肢体协调性，且培养团队协作精神。”

应丽红说，学生在校内学了大奏鼓后，

回家就会有意识地去了解其由来，例如

上网查资料、看纪录片、咨询祖辈，会更

深入了解家乡，增强家乡自豪感。

2021年上任校长后，应丽红更进一

步引领学校将大奏鼓文化融入音乐、美

术、体育等学科：在音乐课上介绍大奏

鼓需要用到的乐器；在美术课上研究大

奏鼓演员的妆造和服饰；在体育课上学

跳鼓舞，并进行简单的列队变换……学

校还编写了名为《海山鼓韵》的大奏鼓

非遗文化传承的校本教材，以《追鼓史》

《悉鼓律》《赏鼓艺》3个系列，分低、中、

高3个学段开展教学，并遴选出二十几

人组成大奏鼓社团，由非遗传承人在每

周三下午开展特训。

箬山小学有群会跳大奏鼓的娃娃

传承人的消息不胫而走。各地各单位有

节庆活动也会邀请这群娃娃露一手。这

也是应丽红最期待收到的消息，“一听说

有外出表演的机会，学生们都很积极踊

跃，他们就缺展示自我的舞台。看到他

们谢幕时手捧鲜花、自信满满的样子，我

也特别满足”。2023年，应丽红带领学生

们精心编排的大奏鼓节目还入选了温岭

举办的迎亚运小学生表演秀。当天，凭

借浓厚的地方特色和精湛的演技，节目

赢得了众多鲜花和掌声，进一步提振了

学生的信心，提升了学校的知名度。

得益于传承大奏鼓的经验，学校相

继开出了闽南语学习、渔网编织、海洋剪

纸、地方船模、地方美食等一系列富有地

方特色的社团。学生每周三下午跟着相

关传承人或学校教师寻古迹、学技艺，学

习成果不仅在学校海韵艺术节上展演，

还会被记录在《渔娃成长一本通》上。

从教20多年，应丽红获得过浙江省

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浙江省“春蚕

奖”、台州市劳动模范等众多荣誉，也曾

有其他学校向她伸出“橄榄枝”，但她都

拒绝了，她说：“我还要和这些孩子一起

舞下去呢！”

温岭海岛女校长“鼓舞”校园

□本报记者 朱郑远
通讯员 董如意

“学生整体参与度较高，超过

70%，说明学生已经为新学期学习做

好了准备，可以适当调整教学进度。”

上完新学期的第一堂数学课，金华市

金东区孝顺镇中心小学教师蒋珑君回

到办公室，研究起数字化研修平台刚

刚生成的课堂数据分析报告。

作为一所青年教师占比超60％

的乡镇学校，如何快速提升青年教师

的教学能力曾让孝顺小学管理层感到

压力重重，而数字化研修平台的出现

恰似一场及时雨。

利用平台，教师可以在课前采集

学生预习情况等数据，有针对性地进

行教学设计；课中可以利用高频词等

功能，突出重点，实现精准点拨；课后

通过阅读大数据分析报告，快速了解

教学问题……自去年10月引进智慧

教研录播设备后，师生的课堂教学行

为会被全程记录。此外，平台还具有

同步教学视频录制、实时导播、自动跟

踪等功能，能即时分析教师的提问和

学生的回答、教师互动趋势，并有针对

性地生成教师成长报告。

在平台的加持下，不到半年时间，

蒋珑君、周含欣等青年教师的教育教

学水平迅速提升。“如今，青年教师不

仅拥有专属的AI教练，课堂教学视频

上传至平台后，还会有全国各地的名

师来帮助他们精准把握教学目标，反

复打磨设计，点拨教法，他们无形中拥

有了好多位师父。”学校智慧教研应用

负责人王凯介绍。

在准备《祖国的钢铁长城》一课

时，学校道德与法治教师张锦萍利用

平台，比对了两次试教视频，及时察觉

到课堂中的高频词，从而对教学进行

了改善。

“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构建基于大

数据的精准教研，捕捉教研活动的细

节。例如，通过研究两次试教时教师

提问类型变化引发的学生应答次数变

化，我们可以改进自己的教学设计。”

张锦萍告诉记者，目前学校道德与法

治教研组已经在平台上录制了近20

节课，在每周一次的教研活动

中也会充分研磨平台上沉淀

的数据。

此外，孝顺小学还积极探

索“互联网+教学共同体”教育

发展模式，依托平台，与磐安

县尚湖镇中心小学、金华市金东区源

东中心学校等建立紧密联系，不同地

区、不同学校定期同上一堂课。课后，

教师们还会通过视频连线评课议课，

借助AI解码课堂行为。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推动平台与

教学实现全学科、全场景、全过程的融

合，助力课程、课堂、评价、教师等核心

要素发展。”学校首席信息官盛珊珊表

示，技术与教学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更娴熟地运用平台将为学生带来更多

怦然心动的教育体验。

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推进““““““““““““““““““““““““““““““““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智改数转””””””””””””””””””””””””””””””””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校园行动

大数据如何改变教学
金华孝顺小学探索技术赋能校本研修

2月26日，长兴县龙山街道中心幼儿园开展“萌
龙迎开学”趣味迎新活动，幼儿们开心地参与到“舞
龙舞狮”“画龙点睛”“龙腾虎跃”“跳龙门”等趣味运
动中。

（本报通讯员 吴 拯 摄）

开学动起来

宁海为返乡大学生
提供实践“试验田”

本报讯（通讯员 邵 敏 蒋 攀）近日，宁海县石

门乡村艺术谷的“南阳村福园”内，25名返乡大学生

代表齐聚一堂，交上了一份特殊的假期实践作业。

“可以将缑城书院与大佳何镇的方孝孺、马家双

院士等名人联系起来，围绕‘读书种子’打造宁海名

人文化IP，助力旅游业发展。”“目前福园几个业态项

目的融合性还待提升，缺乏常态化的主题性活动。

园区要做好项目的规划和融合，依托各种主题性活

动进行各业态项目的再创作。”……大学生代表们从

“读书种子”宁海名人文化IP打造、非遗项目体验感

提升、园区路线规划、福园二期扩建等方面提出了不

少建议。福园的主理人丁仁龙将大学生们的建议一

一记录下来，他表示，这些建议很有操作性。

自2015年以来，宁海积极实施“宁海未来人才

储备计划”，从“家燕归巢”到“返家乡”寒暑假大学生

社会实践，从“家燕归巢”体验拓展营到“青·巢”基

地，“家燕归巢”品牌历经10年不断迭代升级。目

前，团县委已与130余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长期

岗位实习合作关系，每年为宁海籍大学生提供菜单

式实习体验岗位150余个，累计推动2000余人次宁

海籍大学生在寒暑假期间回乡服务实践。

诸暨：把“三名”工作室
建到乡村第一线

本报讯（通讯员 吴珊燕 姚伟均）章奕菲是诸

暨市岭北镇的一名幼儿园教师，岭北镇地处诸暨与

东阳、义乌的交界，来诸暨城区一趟，来回要近3小

时。每次来城区学习，不仅时间成本高，还涉及跟同

事协调换课、其他工作任务调整等一系列工学问题，

章奕菲很苦恼。2022年，诸暨市浣江幼教集团蒋芳

英名师工作室延伸到了镇中心幼儿园，免去了章奕

菲的奔波之苦。

自2018年启动名师名校长名班主任“三名”工

程以来，诸暨市教育体育局积极组织省、市、县各级

“三名”进驻53所乡村学校，组建工作室团队，目前

已吸纳偏远乡村教师研修员1000余名。其中，名校

长工作室重点从学校管理的“顶层设计”破题，依托

驻点学校的文化历史与资源优势，助力校园文化与

管理制度迭代升级；名师、名班主任工作室则从提升

教师队伍专业素养切入，分析驻点学校教师学科核

心素养、教学管理评价、班主任岗位职责等方面的难

点、堵点，并开展专家进校沉浸式培训、名师示范牵

动式研修、优秀案例分享式学习等活动。

在“三名”工程的助力下，乡村教师快速成长起

来。近3年，诸暨市乡村教师在县级及以上的优质

课、素质比武、教育教学论文、教科研等评比中的获

奖人次年均增长率超10%。该市教体局党委书记、

局长陈初明表示，接下来将面向全市学校、教师开展

调研，对相关经费、管理、考核等制度（细则）进行完

善优化，把“三名”工程开展到实处，发挥更大作用。

本报讯（通讯员 裘保莉 车璐雁）
新学期伊始，宁波市海曙区“曙说”宣讲

团以“云端微视频+线下微宣讲”的形

式，为海曙区8万余名中小学生带来了

生动精彩的“思政第一课”。

据悉，此次活动由海曙区委宣传部、

区教育局联合打造。“思政第一课”分为5

节微课，在开学第一周每日更新。“我们

邀请了5名宣讲员，结合时事热点，围绕

‘德智体美劳’这5个角度，在每天第一节

课前开展6分钟的微宣讲，让理论宣讲更

加鲜活、更具有吸引力，将思想政治教育

润物细无声地送进学生们的心中。”海曙

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70后陶鹏是此次宣讲团中的“老大

哥”，作为一名从海军退役的老兵，当天

他站在宁波市国防动员主题公园，从前

不久海军南昌舰党委被中宣部授予“时

代楷模”称号的故事讲起，深情勉励学

生们“做一个祖国需要的人”。

作为宣讲团中年纪最小的成员，00后

大学生黄宇则选择了“体育”作为课上的关

键词，从杭州亚运会“小青荷”志愿者，到

“10分钟健身圈”遍布浙江，黄宇趣味十

足的宣讲，让这节思政课精彩纷呈。此外，

参与宣讲的还有80后科研工作者王冠、

80后导演朱星光、90后新农人樊丹阳。

“宣讲员将自身经历和优质内容巧

妙结合，讲出自己的故事以及对社会的

理解，素材‘新’‘潮’‘活’紧随时代，能

够吸引中小学生聆听。”海曙区委宣传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挖

掘“曙说”宣讲团中的青年宣讲员资源，

吸纳各领域代表人物、优秀人才参与

“开学第一课”宣讲活动，在学生心中播

撒下梦想和奋斗的种子。

宁波海曙区：8万中小学生同上“思政第一课”

杭州：
大中小学生国旗下共诵读

本报讯（通讯员 王厚明）“以青春之我，创建青

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

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近日，由杭州市教育局、

杭州文广集团主办的2024“国旗下的诵读”活动在

西湖大学启动。现场，西湖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

士施一公与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钮俊一起参与

合诵。

“国旗下的诵读”是杭州面向全市展开的大型系

列诵读活动，在学校、家长及社会层面产生了深远影

响。今年是该主题宣传活动开展的第3个年头，活

动覆盖面更广，除了中小学、中职院校学生外，大学

生也首次参与到此项活动中。

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施畅翼参与了诵

读，他振奋地说：“当看到全场大中小学生一起挥舞

国旗时，心中有种很强的力量在涌动。作为博士生，

我们在专注于科研的同时，也需要不断涵养心中的

家国情怀，成长为对祖国、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接下来全市教育系统将继续组织开展诵读活

动，以传承红色文化、经典诗文、爱国主义诗歌为主要

内容，在学生群体中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激励广大师

生继承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守好红色根脉。”杭

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学期第一天，缙云县壶镇镇应庄幼儿园
的幼儿们手绘新年愿望卡，为祥龙贴上龙鳞。

（本报通讯员 王诗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