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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 季 颖
通讯员 林琴英

前不久，台州学院大陈岛垦荒精

神思政实践教育基地又迎来了一批学

员。在台州，这样的思政课教师实践

教育基地共有28个，暑期走进基地

“充电”已经是台州思政课教师的常

态。认定并建设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实

践教育基地，是台州推进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建设的举措之一。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关键课程，事关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事关学生健康，需举全市之力上

好思政育人这堂课。”台州市委教育

工委专职副书记、市教育局党组副书

记陈海晓介绍，近年来，台州通过推

进“一中心、两联盟、三体系、四平台”

建设，探索构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长效机制。

系统谋划一体化发展路径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是一项

包括学段衔接、资源贯通等在内的系

统工程。突破口在哪里？

经过精心谋划，多方调研，2022

年 4月，台州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

印发了《台州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成立一

个中心、打造两个联盟、构建三个体

系、建设四个平台的建设思路，围绕

课程、教材、教学、师资、管理等五大

建设任务，开发具有台州地方特色的

校本思政课程，建成一体化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项目和一体化示范课案例

库并推广应用。

同年6月，在市委宣传部、市教育

局牵头下，该市依托台州学院，成立了

台州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

究中心和联盟。其中，研究中心广泛

吸纳中学、小学、职校、高校和教研部

门等机构的优质教研力量，统筹开展

教学、教研、实践、研修、考核评价等工

作。联盟由60家单位组成，涵盖各个

学段，主要提供决策咨询服务，推进教

学研究、教师发展、资源建设等方面一

体化建设。

同时，该市还组建了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思政

课智库”小分队、大中小学思政课一

体化教科研团队。由此，台州形成了

党政领导、教育部门推动、高校牵头、

大中小学共同参与的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格局。“在充分发挥学校主导作

用的同时，积极探索构建全社会各育

人要素共同参与的长效育人机制，推

动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建设协同发

展。”陈海晓说。

拓展丰富一体化教育资源
组建暑期社会实践小分队实地走

访大陈岛，探寻垦荒精神内涵；做红色

文化小使者，为游客介绍家乡的红色

文化……暑假期间，台州市白云小学

的学生们以多种形式开展社会实践活

动，实现了思政课程与社会大课双向

融合。“做好思政育人工作的信心越来

越足了。”近几年，校长潘奕明显感觉

到思政课的形式越来越多样了，思政

教育资源也越来越丰富了。

台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总支

书记、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张礼强认

为，一体化建设中，往往存在不同学段

课程教材内容和教学目标体系不系

统、不连续、不协同等问题，这就需要

按照大中小学思政课的课程目标对教

材进行同课异构一体化总体设计。台

州市构建了一体化课程教学体系，开

发了具有台州地方特色的大中小学思

政课一体化校本教材。

去年，台州举办了首届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课堂教学评比活动。历

时3个月，不同学段思政课教师围绕

同一主题，进行备课、磨课、讲课、改

课，涌现出了一批优质示范课，丰富了

思政教育资源库。“通过评比，思政课

教师对一体化建设的认知不断提升。”

张礼强说。

在完善大中小学思政课课程体系

的同时，台州深入挖掘和整合各地各

校资源，构建起结构优化、层次衔接的

思政教育资源库。该市先后与椒江

区、玉环市、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渤

海大学等单位签订合作协议，共建共

享思政教育资源。

此外，立足大陈岛垦荒精神，结

合当地红色资源、地方特色、历史文

化等内容，台州利用数字化技术手

段，建成“数字马院”，建设思政数字

教学资源库，把垦荒精神融入大中

小学思政课，开展特色主题教育，编

用特色地方教材，开发在线特色课

程等。

创新构建一体化评价体系
“要加快探索建立一套科学的思

政课一体化评价体系。”谈及当前推

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最

亟待解决的问题时，长期从事思政教

育工作的台州市路桥区路北街道中

心小学党总支副书记洪丽敏说。在

她看来，健全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丰富评价内容与方式，对确保大中小

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育人成效具有

重要指导意义。

经过前期谋划，台州已初步构建

了一套集学术性和政策性于一体的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发展评价指

数。这套评价指数分为教师和学校两

个方面，面向教师制定了包括教研活

动、教学资源、教学获奖、教学研修、社

会效益、其他特色等6项一级指标23

项二级指标在内的初始指标体系，面

向学校制定了包括组织管理、工作统

筹、队伍建设、其他特色等4项一级指

标10项二级指标在内的初始指标体

系。据悉，该套评价指数将于今年下

半年在仙居县试点运用，根据实施情

况和反馈意见，再进行指标体系的完

善，力争在今年年底前正式建立起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发展指数评

价体系。

此外，为实现动态刻画各学段思

政课一体化建设实践程度，台州市教

育局还在商讨建立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发展评价指数网。

搭建思政搭建思政搭建思政搭建思政““““大平台大平台大平台大平台””””

建好思政建好思政建好思政建好思政““““大师资大师资大师资大师资””””

□本报通讯员 甘凌峰 池张帅
林 城

上海、广西、新疆……9月1日下

午，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代表齐聚苍

南县钱库镇。此次返乡，他们有着同

一目的：为家乡教育捐资。这是钱库

镇尊师重教基金的第三场募捐，短短

两个多月，乡贤企业的捐赠金额达到

了1730万元。

此次教育基金的募捐，源于钱

库镇领导班子的一次专题调研。调

研发现，钱库教育面临两大现实问

题：一是教育硬件设施陈旧，二是优

秀教师流失严重。同时，钱库镇有

2500多家企业。如何培养、留住服

务乡村产业发展的人才？让农村孩

子在家门口接受高质量教育是破解

之道。

就这样，钱库镇决定成立尊师

重教基金，领导干部带头捐资，同时

发动身边的企业参与这项事业。

如今，募捐还在继续。“我们定

了个2000万元的小目标。”钱库镇

党委书记黄瑞顶说，这笔钱只是启

动资金，“四两拨千斤，撬动其他资

金形成合力，为钱库教育争取更多

的硬件配套和人才”。

这笔钱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

用？苍南县教育局钱库学区主任冯

思华举了个例子：2020年以来钱库

乡贤曾先后筹集150万元，用来奖

励优秀教师。有了这笔钱，钱库镇

得以设立各种奖项，例如评上“钱库

十佳教师”每人奖励1万元。此外，

学校里的足球联赛、艺术节、读书

节、科技节等活动也得以多起来了。

目前，钱库镇尊师重教基金已

初步确定资金使用方向，共设学校

教学质量奖和名优教师奖两大奖

项。学校教学质量奖最高一次性奖

励50万元奖教金和300万元基础设

施建设经费，名优教师奖最高一次

性奖励5万元。“每一分钱都要发挥

最大的效应。”黄瑞顶介绍，尊师重

教基金设定了严格的考核标准。

“未来，企业乐于来这里发展，

赚来的钱再投资教育，学生学成后

回报家乡。”面对热心的乡贤们，黄

瑞顶憧憬着钱库镇的未来，一幅产

业兴旺、欣欣向荣的活力乡村景象

仿佛已在眼前。

本报讯（通讯员 徐映雯 徐 晨
王洪贞 马建铭）周小东是浙江商业

职业技术学院旅游烹饪学院酒店管

理与数字化运营专业学生，这几天，

他正在浙江省公安厅特勤局下辖的

饭店里忙碌着，接受亚运贵宾接待服

务的培训和演练。

烹饪美味的菜肴，用流利的英语

对话……和他一样，这个暑假，经过

层层选拔的浙商职院旅游烹饪学院

的200余名亚运会餐饮服务志愿者

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考验。

餐饮服务看似简单，实则大有门

道。周小东介绍，培训的第一课就是

练站姿，用最好的姿态服务客人，同

时面带微笑，让客人始终感受到热

情。一段时间下来，大家的体形体态

都有了很大的改变。接下来的托盘

训练也是颇有讲究，女生们不仅要练

习托盘技能，而且要练习对客服务的

流程，还要掌握上菜、撤菜时的一些

手势和用语。

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学生陈基

钧被安排在后厨，上岗的第一天，师

傅就交代他“这里出品的每一道菜，

都不能出一点儿问题”，食品安全是

第一责任。陈基钧牢记于心，经过不

断的训练，如今他装饰的菜品越发精

致了。据悉，参与亚运服务的志愿者

们要闯过亚运通用知识、体能素质、

理论实操、烹饪英语等重重关卡，才

能最终达到服务岗位要求。

此外，学校还选拔了140多名学

生前往杭州亚运村接受餐饮服务项

目培训，亚运会期间，他们将为上万

名运动员提供餐饮服务。据介绍，目

前这批学生志愿者已在厨政部、后勤

部、营运部、物质部等部门接受培训

和演练。“我们是与运动员近距离接

触的人，需要以最整洁的面貌、最真

诚的态度去面对。”“穿上这身制服，

就是职责所在。”……日前，面对学校

教师的探访，学生们自信满满。

台州：思政课程与社会大课“双融合”

浙商职院：用心烹饪 做精服务

两个多月募资1730万元

苍南小镇“众筹”尊师重教基金

苏沪学生来浙上职校
本报讯（通讯员 奚嘉瑶 李兆友 刘波涛）开学

了，沉寂了两个月的嘉善县中等专业学校·嘉善技师学院

（筹）再度热闹起来，新生们在家长的陪同下走进校园，开

启新学期。

来自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的沈佳妍被学校计算机

专业录取。完成报到流程后，沈佳妍和父母在校园里逛

了一圈，家长连连称赞！“这里离家近，专业孩子也满

意，长三角一体化让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学习越来越方

便了。”

来自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姚欣报读的是工艺美术

“3+2”专业。“填报志愿的时候了解到嘉善有合适的学校

和专业，孩子就报考了。”姚欣的母亲王丽芬表示，长三角

一体化让孩子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

据悉，2020年以来，浙江积极探索跨省域中职统一

招生和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新机制，嘉善是试

点。目前，长三角试点区的中职学校已实现教学标准和

学籍管理的统一，采用“籍随人走、学分互认、毕业互通”

的管理模式，最终实现人才培养、实验实训、科研攻关、项

目孵化、技能考核、升学就业等一体化发展。

遂昌
村支书受聘为高校导师

本报讯（通讯员 朱 敏 郭 超 洪华容）“小忠村

是‘千万工程’大背景下的一个普通畲族村落，我们将党建人

文与资源禀赋相结合，努力打造升级版的美丽乡村……”日

前，遂昌县三仁畲族乡小忠村党总支书记程卫星被聘为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实践教育导师，给大学生们带来

了一堂极富“泥土气”的思政课。

位于遂昌县城西南部的小忠村，由9个自然村合并

而成。作为距离县城仅8公里的近郊村，该村曾经面临

基础设施落后、环境卫生差的发展难题。近年来，小忠

村抢抓“数字经济”发展契机，以畲族文化传承为核心，

打造“小畲味”“龙藏贡品”等品牌，探索出一条农文旅融

合发展之路，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宜居村落。

小忠村的经验蕴含着丰富的思政教育素材，宁波城

市职院商学院与小忠村及时签订党建联建协议，聘请程

卫星为实践教育导师、5名遂昌本土工匠艺人为劳动教

育导师。

“田埂变课堂，村民变老师。这些土生土长的乡土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亲历者、实践者、受益者，他们的‘实

战经验’将给学生带去更多的感悟。”宁波城市职院商学

院党总支书记叶海玲介绍，他们是首次与村级党组织共

建联建，希望能进一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帮共

建、教研相融，共谋校地协作发展。新学期“心”适应

9月6日，长兴县吕山乡中心小学开展“新学
期‘心’适应”主题活动。活动包含滚轮胎、推小
车、套圈圈、捉迷藏、老鹰捉小鸡等趣味运动项目，
有助于缓解学生开学初可能出现的心理焦虑。

（本报通讯员 周洪峰 摄）

（上接第1版）
今年4月，嵊泗中学与杭州学军中学建立了一对一

结对帮扶关系，6个“嵊泗中学学军班”自此组建。学军

中学不断派专家团队到校，嵊泗中学高三学科教研组

团队也前往学军中学进行交流活动，并有6名青年教师

赴学军中学开展跟岗锻炼。嵊泗中学校长许军海表

示，面对这么好的机遇，教师们要更加积极主动，让自

己的专业成长搭上“快车道”。

这样的结对帮扶正是浙江开展“县中崛起”行动

的重要举措之一。今年，浙江进一步深化该举措，把

“组建省内优质高中与山区海岛县开展‘县中崛起’一

对一结对帮扶，结对学校58所”纳入全省教育民生实

事，越来越多的城乡教师参与其中，驶上了专业成长

的快车道。

定向培育，点亮“希望之光”
中高级职称评聘、评优评先同等条件下均向农村教

师倾斜；在省级及以上教师表彰奖励、宣传选树工作中，

有计划向山区海岛县教师倾斜或给予单列指标……让

潜心育人的山区海岛优秀教师在评优评先中脱颖而出，

浙江旗帜鲜明。

2022年，泰顺中学物理教师黄可建通过“定向服务

岗位”获评正高级教师。他认为，对于长期扎根山区教

育一线的教师而言，“戴帽下达、人走帽留”的“定向”服

务机制无疑是一剂强心针，“现在很多同事受到鼓舞，在

教学教研方面都有了更足的干劲”。

陈春燕则通过“特设岗位”获评正高级教师。从温

州的城区学校选聘到平阳县海西镇宋埠中学后，陈春燕

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不仅承担了班主任工作，还建立

起自己的名师工作室，辐射周边其他学校。

现在，黄可建和陈春燕都有一个共同目标：做好自

己的名师工作室，尽自己所能，带动更多年轻教师成长。

一直以来，为了进一步帮助山区海岛县教师更好更

快地成长，浙江深入统筹名优教师资源，已连续15年开

展“百人千场”名优教师送教下乡活动，每年送教600余

场，实现送教下乡学段和学科的全覆盖，并连续8年选派

“希望之光”专家团，到山区26县开展为期2年的“组团

式”支教活动。

2021年，杭州市富阳区的5名教师组成“希望之光”

专家团来到遂昌县妙高小学支教。除了承担日常教学

工作，他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培养一支带不走

的教师队伍。到校后第一天，“希望之光”名师工作室便

正式成立，下设数学、英语和科学3个工作室。

两年里，5名支教教师手把手地带领工作室成员磨

课改课、写论文做课题，并且依托教共体平台，开展工作

室送教活动，还邀请了富阳名师团队来遂昌开展两地教

学交流活动。共同努力之下，妙高小学的教师们也迎来

了市级教学能手、市级教坛新秀、县级优秀教研组等一

系列喜人的成果。

在倾心相处的两年时光里，支教团队教师也与学生

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教师节来临之际，团队教师钟小

凤收到了曾经帮助过的学生写来的信，里面写道：“人的

一生，遇到一位优秀的老师非常重要。好的老师可以指

明道路、助人成功，可以抚慰心灵、让人重获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