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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何勇海

广东湛江高中毕业生曹某伪造清华

大学录取通知书，一度引发全村拉横幅庆

祝。不过，多方核验后，事情最终“穿帮”

了。目前，当地镇政府正在介入调查。（8

月20日《新京报》）

这无疑是一场先喜后悲的闹剧——

为了向家人逞能，曹某自导自演，伪造高

考高分成绩单、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不

料这件“喜事”在村里传开了，全村人都觉

得光荣，拉上“热烈祝贺”的条幅，还为其

燃放了鞭炮。据传其家人还准备让曹某

戴大红花游行，以示荣耀。谁知此事惊动

当地教办，一查竟然发现是子虚乌有，谎

言被揭穿。逞能行为变成了一场彻头彻

尾的大笑话。

当地相关工作人员认为，此事得到了

及时的处理，未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曹

某也意识到错误，心理压力很大，觉得对

不起亲人朋友。因此，期待社会给予宽

容，善待这名考生，以避免他承受不住压

力，做出过激行为。

事实上，伪造大学录取通知书，牵涉

到伪造文书和印章两种违法行为，还是需

要公安机关作出相应处理。正如当地公

安机关回应称，一般来说，伪造三本及以

上的假录取通知书会构成犯罪。但此事

件中，曹某只是为了向家人逞能，未涉及

违法犯罪，会对其进行口头教育。

处理造假是一方面，反思这名考生为

何造假，则是事情的另一面。可以说，这

出高考录取“乌龙”的背后是以分数论英

雄的悲喜人生。这名考生的实际高考分

数为235分，实属不太理想。而一旦拥有

一纸假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身价立马

提升许多倍，被村里人视为“成功范例”。

放鞭炮、戴红花、摆升学宴、高中学校的奖

励、相关人员的慰问、企业的赞助等会先

后登场。

说穿了，推动考生伪造清华录取通知

书的，正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名校”情结。

一些考生非名校不报、非名校不考，有的

还因此选择落榜再去复读。与考上名校

的欢天喜地相反，考上普通高校的只能黯

然神伤。因此有网友认为，伪造清华大学

录取通知书的错，不能全记在曹某一个人

的账上。

要避免这类荒唐事发生，必须把那些

错误的成功观、教育观纠正过来。上不了

名校，上不了一所好大学，甚至上不了大

学，最后功成名就的也大有人在。考上普

通高校，更不必自怨自艾。在人生的战场

上，考大学只是其中的一场战斗，只要自

己尽心尽力地去拼搏了，就问心无愧。

伪造录取通知书，“名校”情结是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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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邵焕荣

这个假期，浙江财经大学东

方学院教师戴钰慧带着学生团队

开展了一次不一样的暑期社会实

践。以往集中的线下调研变成了

小组分批走访，现场调查换成了

线上问卷，数据统计和整理也都

用上了技术手段……

在5月召开的疫情防控工作

领导小组会议上，省教育厅党委

书记、厅长陈根芳强调，健全常态

化教育教学管理机制，要统筹处

理好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等方面

的关系，妥善安排实习实践。确

实，新冠肺炎疫情对以线下为主

的传统实习实践模式产生了巨大

冲击，也暴露出教育教学没有与

时俱进的诸多短板和问题。

“企业停工，学生延迟返校，

一大批已经计划好的实习实践活

动只能被迫暂停。”说起疫情给实

习实践带来的阻碍，平湖市职业

中等专业学校校长姚雁好像有一

堆苦水要倒。他直言，疫情给学

校上了一堂很好的课，那就是如

何有序应对突发性的公共危机，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探索有

效的教学模式。

一直以来，定期性、集中性是

传统实习实践模式的显著特征。

在海宁市职业高级中学校长王小

林看来，这样的模式与疫情防控

的需要显然不符，因为学生聚集

外出式实习实践，必会增加疫情

防控的风险，不利于师生的健

康。这时候，能不能将实习实践

活动“碎片化”，灵活安排时间，组

织学生分批次进行呢？

疫情暴发后，学生通过线上

或虚拟等方式完成实习实践任

务，成为一种常态。“但很多学校

这时候才发现，平台建设是自己

的一项短板，之前没有在这方面

狠下功夫。”温州大学瓯江学院副

院长李军说，虽然相比线下实习

的效果，基于平台的线上实习会

有所欠缺，但有总比没有好。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如何补齐短板，更好地帮助学生

开展实习实践活动呢？省教育

厅职成教处处长张悦建议，各地

各校应结合疫情影响，优化人才

培养方案，统筹理论教学与实践

教学时间，创新实习实践的方式

方法，从而把疫情对教育教学的

影响降到最低。

疫情期间，温大瓯江学院机

械工程专业的学生们虽然滞留

在家，但他们的实践课却一点也

没有落下。通过学校建设的虚

拟仿真教学平台，学生足不出户

就能完成自动编程技术等方面

的实践教学。李军表示，今后学

院还将进一步加强与校企合作

单位的沟通协调，共同制定符合

企业和学生需求的实习实践方

案，继续合力打造线上实习和虚

拟仿真实习平台，确保实习实践

取得实效。

记者了解到，一些高校搭建

的虚拟仿真平台还给毕业生实习

提供了新途径，像浙江财经大学

就专门推出了“虚拟仿真实习”项

目。“虚拟仿真实习虽然带有应急

性特点，但也有必然性。”该校教

务处处长李政辉相信，这种疫情

下采取的特殊模式也一定会成为

未来教育发展的趋势。

截至目前，我省已经建成了

22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和585个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项目。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

王国银表示，虚拟仿真平台既是

疫情期间高校开展实验教学的最

佳途径之一，也是数字化时代高

校实验教学发展的新方向。今

后，我省还将继续鼓励高校深入

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实验

教学形式，推动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项目的持续长效建设。

前不久，温州市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的“一职猫”学生创业平台

联合企业开展了一次热

闹的线上直播销售活

动。往年，该校电商专

业的高三学生都会直接

进企业实习，但受疫情

影响，今年的实习被取

消了。“这次直播是学生校内顶岗

实习的阶段性技能成果展示汇

报。”经贸学部主任黄晓蕾坦言，

这一创新模式也为下一步在校内

建设电商直播运营基地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受疫情影响，海宁职高的多

项实践教学活动被推迟。复课

后，该校没有立即组织大规模的

集中性实践，而是将学生小组化，

并在学校和企业两地的车间轮流

开展实践。王小林表示，下一步

学校还考虑增加更多的校内实训

基地，更新设备，坚持引进来和走

出去相结合，分批分时间段组织

学生开展实践教学。

“我相信，今后分散实践、属

地实践、‘云’实践都将成为一种

教学新常态。”浙财大东方学院团

委书记许乐说，今年该校将按照

“就近就便”原则，引导学生家燕

归巢，积极参与家乡疫情防控，助

力复工复产复学。同时，鼓励学生

采用“线上+线下”的形式，通过互

联网平台，积极开展宣讲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寻访抗

疫一线典型校友等活动。

实习实践需更多“新花样”

快乐剪纸学分类

日前，桐庐县组织君山红剪纸社的党员志
愿者走进桐君街道圆通社区，指导社区里的孩
子学习剪纸。他们剪出了一件件有生活垃圾分
类内容的作品。剪纸活动在丰富学生假期生活
的同时，也提高了他们垃圾分类的意识。图为
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徐军勇 摄）

杭师大师生
开展暑期“四史”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陈 鑫 华 章）“1940年，萧山南乡最

后一道防线就在河上镇下门村的星拱桥。这座桥见证了中国

军民抓日军俘虏的故事，巍巍青山依稀还有‘明耻教战’的字

样……”近日，刚从杭州市萧山区调研归来的杭州师范大学人

文学院历史学系学生许诺在实践日志中这样写道。

这个暑假，杭师大与萧山区文旅局合作启动了“萧山乡村

文化基因解码”项目。人文学院调研小分队把戴村镇沈村村、

瓜沥镇凤升村、河上镇下门村列为试点村，开展“学‘四史’，文

化基因解码团队”口述调研。

在为期21天的调研中，杭师大教师周东华、刘华章带着

调研小分队的学生们走村串户，参观祠堂、古桥、古宅，访谈了

2名村支书、100户家庭、154位60岁以上村民。每天走访结

束后，学生都会及时将老人们的口述内容整理、记录下来，用

文字、声音、图片、视频记录梳理村庄发展历史和文化。

周东华介绍，口述记录过程强调以人带事、以事找人，既

可以让学生切身感受历史的温度，也让“四史”教育的开展和

普及更接地气。同时，在乡村“四史”的梳理中，也能利用史学

研究的成果服务美丽乡村建设。“这次调研，滋养了我对国家

和家乡深沉而绵长的爱。”历史学系大二学生周聪炜感慨地

说，作为一名萧山人，很高兴能用自身所学为杭州美丽乡村建

设贡献力量。

遂昌：新教师自主找“东家”

本报讯（通讯员 叶艳景 罗洁雅）日前，遂昌县举行公

开招聘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选岗现场会。当天，73名新教师分

类别、按综合成绩从高到低，自主选择了想去的学校。

据悉，遂昌县实行新教师“阳光选岗”政策。通过定向培

养、校园招聘、人才引进、公开招考等4种渠道招录的新教师，

均依据相关考核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确定选岗序号。

当同一学段、同一学科有校园招聘和公开招考的新教师时，通

过校园招聘的教师优先选岗。“去哪个学校由考试分数来决

定，采用这种办法可以规避人情分和暗箱操作。”该县教育局

党组副书记、副局长龚彩云如是说。

“这种公平公开，高分有优先权的选岗方式，大家都很赞同。”

许多参加自主选岗的教师都为这样的选岗方式竖起大拇指。小

学语文组新教师程素芬最终选择了最偏远的山区学校——西

畈小学。她说，做一名乡村教师一直是自己的梦想，她要给偏远地

区的孩子们带去更多的知识和温暖。

洞头成立首家老年学堂

本报讯（通讯员 陈松财）近日，温州市洞头区首家老年

学堂——霓屿街道老年学堂揭牌开班。

为确保老年学堂保质保量建成开课，洞头区加大了财政

投入，专门下拨18万元专项建设资金，还积极统筹社区学院

公用经费、街道（乡镇）文教体活动经费、企业和社会组织赞助

经费等，充分保障全区老年教育培训经费需求。与此同时，该

区还将老年教育融入社区教育服务体系，联动社区学院、社区

学校、中小学校、退休教师协会、校外培训机构、民间技艺社团

等，建立起老年学堂专兼职教师队伍和志愿者队伍。

据悉，洞头区近年来积极构建“社区学院—社区学校—社

区分校”三级老年教育办学网络，针对老年人的兴趣喜好，开

设健身保健等项目，让老年人既学到知识又愉悦身心。

这个暑期，仙居县中小学生纷纷走出家门，参加体育运动，
切实提高身体素质。近日，在该县安洲街道庆丰公园篮球场，
学生们在教师指导下训练篮球基础技术。图为运动场景。

（本报通讯员 陈月明 摄）

（上接第1版）
这些年，两地共签订对口支援协

议书24个，我省94所中小学幼儿园

与海西州的105所中小学幼儿园结

对，85所中小学校全部开展了远程

教育。2016年，我省先后从杭州市

下城区、拱墅区、滨江区教育系统选

派语数英学科骨干教师，在德令哈市

第一中学创设了“杭州班”，发挥其在

班级管理、学科研究、质量提升等方

面的示范引领作用。

去年，“杭州班”首届学生毕业，

班级平均分超过当地中考录取分数

线近150分，一举打响了教育援青的

品牌。学生家长铁青玲在孩子的毕

业典礼上动情地说：“孩子在杭州班

不仅学习进步了，更树立了正确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拥有了健康的身心，

非常感谢杭州老师的辛苦付出。”

很快，海西州高级中学也有了

“浙江班”，很多学生都把去浙江读大

学当成了自己的梦想。而我省也逐

年增加定向海西本科招生计划指标，

仅去年就增加到45名。其中，师范、

卫生、农林、金融、行政管理、食品安

全、财务管理等都是海西经济社会发

展紧缺的专业。

组团“拓荒”，精准发力
在德令哈市柯鲁柯镇万亩枸杞

园，红彤彤的枸杞如颗颗玛瑙般挂满

了枝头。这些枸杞将通过电商平台

销往全国各地，成为当地农牧民增收

的一把“金钥匙”。2017年以来，我

省把最具特色也最有实力的电子商

务产业输送到雪域高原，为拉动海西

经济增长增添新动力。

随着电子商务产业的兴起，青海

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的培训也开始

火爆起来。作为海西州唯一一所高

等院校，该院每年都会为企业员工、

牧民农户开出各种相关的培训，助力

脱贫攻坚。该院规划财务处负责人

张学舜介绍，学院2014年才获批成

立，这些年的发展离不开浙江多所中

高职院校的鼎力帮助，他们组建的专

家团队相当给力。

记者了解到，我省集结了5所重

点高职院校、2所优质高职院校、2所

国家示范中职校向高原“拓荒”，结对

柴达木职技院，形成“9+1”组团帮扶

模式。从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方案、

制订教学计划和课程体系等多方面

入手，解决学院发展存在的瓶颈，为

当地培养急需的各种专业技术人才。

柴达木职技院院长助理刘斌是来

自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

援青教师人才。“以前学院没有一个教

授，没有人发表论文和做课题研究，教

研工作几乎是一片空白。”他说，在浙

江援青教师的带动下，引入高职专业

建设、人才培养机制、实训室建设、社

会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的一些先进经

验和做法，也改变了师生们的精气

神。在第16届全国大学生机器人赛

事中，该院还喜获全国三等奖。

一项项教育民生工程凝聚着千

里之外的浙江力量，让海西各族群众

深切感受到了党中央的关怀和祖国

大家庭的温暖。去年6月，省教育厅

副厅长、一级巡视员韩平调研对口援

青工作时再次强调：“要把教育对口

支援工作作为一项重大的政治责任

和光荣任务，多方合力解决教育对口

支援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帮助

海西教育再上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