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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2
□贺 成

学生在校期间玩手机是令不少教师
头疼的事。为破解这个“老大难”问题，安

徽省淮南市凤台县古城中学近日“放了大

招”，当众销毁本学期以来收缴的学生手

机。校长声称，此前已就带手机进校园问

题与学生家长签署协议，违者将被销毁手

机。（10月17日《北京青年报》）

纵然大部分中小学校三令五申不得

带手机进校园，但偷偷摸摸携带的学生仍

不在少数，衍生出沉迷网络、近视率飙升、

学习成绩下降等不良后果。中国青年报

社社会调查中心一项调查显示，93.4%的受

访家长给孩子配备了手机，其中有 31.6%

的受访家长坦言无法引导孩子正确使用

手机。

对此，不少学校开始探索解决办法，

如上课期间由班主任保管、在教室里设置

手机存放柜、签订各种“惩罚协议”等，但

效果并不明显。销毁学生违规使用的手

机，也并非首例。支撑学校这么做的前

提，是校方与家长的一纸协议，这让该行

为看似合理、合法，也体现出校方“为学生

好”的善意初衷。

然而学校是教育人的地方，当众销毁

学生手机算不上理想的教育方式。手机

既已成为学生的刚需，单靠“禁”和“堵”显

然解决不了问题，充其量只是治标行为。

而且强制损毁学生物品，不仅凸显出对学

生尊严的漠视，容易引起他们的抵触和逆

反情绪，也树立了一个简单粗暴解决问题

的消极榜样。因此，要想避免手机从“工

具”沦为“玩具”，学校和家长不能只治标，

治本之法还得注重培养孩子的自我管理

能力。

学校是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地

方。倘若带手机进校的行为屡禁不止，学

校要有足够的耐心，劝导学生在合适的时

段以合适的方式合理使用手机，譬如在休

息时间与家人联系、在拓展课上查找课程

资源等，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学

能力。作为教师，则要在备课环节就注重

增加课堂的趣味性、互动性，以精彩的课

堂内容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想不起

来玩手机。

家长也要理性对待、注重引导。家长

可以与孩子商定手机的使用规则，自己做

好榜样并督促孩子遵守；可以告知孩子过

度依赖手机的危害，借机培养他的自控能

力；可以教孩子辨别哪些是健康有益的内

容，引导其正确使用手机；也可以反过来

向孩子学习新媒体技术，两代人共同成

长，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等。

我们相信，只有学校、家庭强强联合，

找到科学可行的治本之策，坚持教育的问

题用教育的方式解决，让孩子在手机面前

提高自我管理能力，才能真正避免销毁手

机之类事件再发生。

销毁学生手机有点简单粗暴

□本报记者 于 佳
通讯员 游玉增

菊黄蟹肥时节，在河南兰考

的盐碱地里，今年6月投下的一批

蟹宝宝，也从指甲壳大小渐渐长

到了馒头那么大。

这是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水产

动物养殖技术研究所党支部书记

母昌考带过去的。初中时看电影

《焦裕禄》，母昌考第一次了解到

“盐碱”这个词。盐碱地是黄河三

害之一，水里面有盐，不能种粮

食，却刚好可以养殖适合低盐生

长的青蟹。若真如此，青蟹养殖

将助推当地百姓脱贫致富。

这些年，母昌考的研究方向

就是海水蟹生态系统养殖。由他

领衔组建的服务队把技术送到了

兰考。母昌考说：“我们带着党旗

一起出发，是想告诉大家，这里有

一群党员在工作。你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告诉我。把我们的党旗亮

出来，也是要时刻提醒自己吃苦

在前，享福在后。”

过去几个月里，服务队一直

密切关注着兰考青蟹养殖基地

的状况。师生们每个月要去测

一次水质指标，再测一测青蟹生

长的变化，有时也会拍一些视频

分享到“智慧养殖教师群”里。

母昌考说：“大家都希望把研究

成果切实转化成为农民的收益，

我们水产人的初心就是希望产

业发展得更好。”

宁大教师史策跟随母昌考做

蟹类研究已经3年多了。他说：

“母老师很喜欢去养殖场，和他在

一起，能感受到老师对专业的热

爱。”很多基础类的数据分析，像

青蟹在兰考的盐碱地里生长，究

竟怎样的盐度是最适宜的等，母

昌考都事必躬亲。

除兰考外，母昌考带领水产

动物养殖技术研究所党支部的15

名党员，还去过广东、海南、福建

等7省。他们组建了海水蟹生态

系统养殖、水产动物病害防控、头

足类繁育及养殖等3支党员技术

服务队，送科技到农户、进渔村、

入企业。统计显示，这个党支部

有86%的党员主持过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100%主持过国家级

科研项目。其中，海水蟹养殖技

术服务团队还荣获了“宁波市优

秀科技团队”称号。

在学校里，母昌考给学生上

“甲壳动物学”这门课。他的办公

室和实验室只有一墙之隔，学生

随时都能找到他。作为水产专业

创新班的班主任，母昌考很重视

高标准做好学生思想工作。4年

来，他个人开出党课12讲，给党支

部学科骨干、青年党员讲党课28

次，开展科技服务下乡等党员实

践活动100余次。创新班共有15

名学生，其中11人获得了保送研

究生资格。

“母老师不仅是我专业上的

引路人，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

学生刘笑就是创新班里的一员，

她说：“老师不仅在专业上不吝赐

教，也一直关心我们，会在课上和

我们分享自己的科研经历，嘱咐

我们要用功学好外语。”

超强台风“利奇马”登陆浙江

时，学生吴晓东正在奉化的一个

养殖场，做梭子蟹的成活率研

究。“老师打电话来，问我情况，嘱

咐我安全第一。”吴晓东说，母老

师很忙，但他把每个学生的安危

都放在自己心上。

学水产养殖专业很苦，经常

要深入偏僻的地方做试验，要和

泥浆、泥巴打交道，每年都有一

些人喊“吃不消”。每当学生内

心产生动摇时，母昌考总是语重

心长地说：“水产养殖是个朝阳

产业，你们看看海边人吃饭，桌

上一半的菜都是鱼虾等海产

品。水产养殖是重要的菜篮子

工程，事关国家蓝色粮仓大战

略，使命光荣。”

10月 18日下午，浙江广厦篮球俱乐部主
教练李春江率领猛狮队全体队员走进浙江广厦
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校园篮球公益推广活
动，并在该校文体中心篮球馆举行了训练基地
授牌仪式。现场，猛狮队队员为师生们进行了
扣篮、三分球投篮表演，还与广厦学院篮球队
队员混合组队，进行 5比 5全场比赛。图为篮
球赛现场。

（本报通讯员 胡扬辉 陈令钊 摄）

与球星“过过招”

他他 们 为 何们 为 何

最最最最受师生喜爱受师生喜爱受师生喜爱受师生喜爱

母昌考：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农民收益

□本报记者 李 平
通讯员 高 拓 尹恬然

在获得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

中心许可后，近日温州把器官捐献

志愿登记信息纳入电子健康医保

卡。该市规定，凡在中国人体器官

捐献志愿登记系统登记成功的志愿

者，医保卡上就会多一个爱心标志，

在个人基本信息后面，显示“器官捐

献志愿者”字样。

温州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电子健康医保卡上显示“专

属图标”，是一次极有意义的尝试

和突破，将对我国器官捐献事业发

挥积极影响。而让人意想不到的

是，这一创意竟源于温州医科大学

“生命之光”志愿服务团队学生的

一项提议。

该志愿服务团队成立于2014

年，也是我省首支器官捐献大学生

志愿者队伍。团队通过“高校+医

院+社区”三维模式，打造“宣传、咨

询、签署、捐献、关怀”五位一体的服

务体系。过去5年里，团队共吸收

志愿者500余人，从事志愿服务2万

多小时。截至目前，共促成400余

人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团队负责人、大三学生黄君婷

说，随着志愿服务的深入，他们发

现，我国每年苦苦等待器官移植的

病人有30万人，却只有1万人能够

接受移植手术。在器官捐献实施过

程中，个人意愿常常得不到表达。

如何才能普及器官捐献志愿登记途

径，让医生能够第一时间发现潜在

的捐献者呢？参照欧美国家的做

法，他们建议把器官捐献志愿加入

电子健康医保卡信息库。

在取得了学校领导的支持并多

次向温州市社保局等部门咨询后，

团队成员还鼓起勇气，分别给中国

红十字会会长陈竺和原卫生部副部

长黄洁夫写了信。很快，他们收到了

回信。在信中，陈竺写道：“亲爱的同

学们，感谢你们的爱心和善举。有

大家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器官捐献

事业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今年暑期，团队成员历时两个

月，选取11个省市，发放了3500份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66.8%的群众

支持在社保卡上显示器官捐献志愿

标志，在大学生中，支持率更是高达

77.3%。而在今年的浙江省“挑战

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上，团队成员所做的相关研究，一举

夺得特等奖。

有了调研的充分论证，团队成

员先后5次走访温州市社保局、温州

市卫健委，与相关领导探讨此项建议

的可行性和具体操作方案。随后，

这些部门与该团队成立了三方工作

小组，相关方案提交到中国人体器

官捐献管理中心并获得了批准。“从

今年2月提出想法，到方案获批，真

是令我们振奋啊。”黄君婷说。

据介绍，在倡导和呼吁器官捐

献上，温医大一直走在全国前列。

该校坚持以“生命关爱”为工作主

线，探索建立以学生、教师、医护人

员志愿者为主体，以医疗服务为技

术支撑，政府倡导、媒体助推、社会

团体共同参与的红十字服务模式，

先后培育了“生命之光”器官捐献宣

传、生命相“髓”、血液银行、“博时”

急救、“特奥”志愿服务、“星海”孤独

症家庭支持计划等一批志愿服务品

牌。近年来，多个项目获中华慈善

奖，以及全国红十字会、浙江省红十

字会重点资助和立项。

为器官捐献志愿者加个爱心
温医大学子提议变成现实

省名师网络工作室
组团帮扶永嘉

本报讯（通讯员 沈 清）10月16日，省教育技术中心组

织实施了“名师网络工作室组团式帮扶永嘉项目”。

启动仪式上，来自杭州、嘉兴、台州、温州等地的11位省

级名师网络工作室的导师分别与永嘉县瓯北中心幼儿园、瓯

北第一小学、岩头镇中学、永临中学签订了结对指导协议，组

成11个教学实践共同体，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教师培训、主题教研、网络教学和课题研究等活动。根据

2019学年帮扶计划，线上线下活动开展次数原则上不少于6

次，其中线下活动不少于两次。

据了解，永嘉是全省名师组团帮扶项目的试点县。该项

目旨在提升名师团队的示范引领作用，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辐

射面。今年以来，省级名师网络工作室还招收了乡村学校学

科带头人1391人，开展送教活动237次。

杭州江干区
推出集中式教师公寓

本报讯（记者 金 澜）日前，杭州市江干区推出了首个集

中式教师公寓，公寓位于夏衍中学内，住校教师足不出校也能

享受各种服务。

公寓的公共区域设有茶水间、洗衣间、卫生间、淋浴间等

分区，以及集阅读、观影、健身为一体的多功能休闲室，配备充

电桩和电动车停放区域，并设置专门的安防室，提供保洁保安

等服务。较之以前，集中式教师公寓更加完善安全，是集居住

与社交活动于一体的青年教师活动中心。

据悉，为保障入住教师的合法权益，江干区还建章立制，

出台青年教师公寓管理办法，对入住条件、使用年限、日常管

理等作了明确的规定。目前，该区已经100%解决了4年内单

身青年教师的周转用房需求。

绍兴越城区：
红色教育入“小”入“微”

本报讯（记者 舒玲玲 通讯员 裘志刚）近日，绍兴市

越城区塔山中心小学的学生们领到了一本由越城区教育体育

局党建室指导编写、设计精巧的红色读本——《红润童心·课

本里的红色印记》。

这本与党章大小相同的口袋书，用儿童化的语言来讲述

与学科教学内容相关的红色故事，并配套设计了相应的拓展

活动，致力于让学生与课本中的小主人公一起，在“读一读”

“唱一唱”“看一看”“画一画”“走一走”“说一说”等丰富多彩的

参与体验中提升阅读兴趣，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接下来，该读

本将在越城区推广。

为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突破教材版面的限制，越城区

教育体育局还研发了“红润童心”党建微课程群，首次上线的

党建微课程共有54门270节小课。每节小课大约5分钟，涉

及党的知识、党的故事和党的教育等三方面。该区要求各基

层学校将党建微课程学习列入教学内容，利用团队课及道德

与法治、品德与社会等课程组织学生进行学习。

10月17日至20日，第八届温岭文化旅游产品交易博览
会在温岭会展中心举行。草编、海洋剪纸、蓝印花布等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场展示制作手艺，并手把手教学生，让
他们在观赏、体验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图为温岭市九龙学
校学生正在体验蓝印花布制作。

（本报通讯员 刘振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