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金 澜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92

E-mail：zjjyb1@163.com2 2023年12月26日 星期二

综合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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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纯纯

最近，杭州市富阳区举行了一

场面向全区教师的小学优质课评比

活动，活动结束后有近300张证书

需要发放。以前，印刷、盖章、发放

等一系列工作，最快也要花上一个

多月。现在，工作人员只需要登录

“成长宝”应用进行操作，一张张数

字证书就自动发放至获奖教师的

个人电子档案，整个过程只需5分钟

左右。

富阳区教育局副局长邹忠祥介

绍，为了更好服务教师专业成长和

区域教师精准治理，近年来，富阳区

对标全国教师平台数据标准，开展

教师常规业务数据的采集工作。最

初，通过教师主动填报获得数据。

相关问题随之接踵而来：有的教师

填报不认真，导致数据不准确或缺

失；有的教师及时填报的主观意愿

不强、数据更新滞后，算法结果对相

关工作没有指导意义……“我们意识

到，想要采集到最鲜活、最精准的数

据，还得从源头入手。”邹忠祥说。

于是，富阳区教育局成立了工

作专班，打造区域教师管理服务数

字化应用系统——“成长宝”。通过

数字化驱动业务流程变革，实现每

开展一项常规业务，最新数据就会

自动采集至“成长宝”这个“数据仓

库”。自2022年9月上线以来，“成

长宝”已经开发了数字记载卡、数字

年度考核、电子合同、电子岗位聘任

书等10余个与教师日常业务息息相

关的应用场景。

以教师每学期都要填报的教育

教学工作考核记载卡为例，该项填

报涉及教学工作量、公开课、观摩

课、指导课外活动等多项内容，涉及

多个审核人的签名工作，让教师们

颇为头疼。现在，“成长宝”与钉钉、

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等多个系统

实现数据贯通，基本信息自动抓取，

无须教师重复填报，需要补充填报

的内容被模块化分解，高效易用。

整个填报过程也完全支持教师线上

填报，多角色线上签字审核。

与此同时，根据每项业务场景

采集到的数据，系统能够生成个性

化的教师“一人一档”。即使教师

调动、退休、离职，也完全不用进档

案室，线上就能实现“档随人走”。

目前，“成长宝”应用已经在富阳全

区学校、青少年宫推广使用，覆盖

全区169所学校18万名师生家长。

富阳区东洲中心小学是全区第

一个试点。以前到了年底的考核推

优季，学校办公室总是忙于帮教师

翻档案、找证书、算分数，现在打开

“成长宝”，系统会依据教师的教龄、

职称、聘任岗位等级、最后一次评优

时间、学期考核分等维度在线排名

推优，给出参考意见。“‘成长宝’生

成的教师数字画像，可以清晰地看

到这名教师目前还缺什么，是荣誉获

奖不够还是缺少能力证书，在日后工

作中做到‘对症下药’，这也是一举两

得了。”学校办公室主任华树森说。

随着日常业务数

据的不断积累，富阳全

区教师的数字画像也

越来越清晰。教师数

量、平均年龄、性别比

例、学历水平、各学段

职称分布等一系列数据在“成长宝”

中一目了然。邹忠祥说，基于这些

数据，各科室可以根据不同的工作

需求，设置组合条件，创建教师筛选

模型。例如，可以根据教师平均工

作量、学科周课时等参数，计算区域

学科教师余缺情况。最新的一次数

据分析显示，富阳区持有数学教师

资格证的教师比实际需求多出300

余人，而持有体育教师资格证的教

师较实际需求缺少120余人。翔实

的数据为富阳区接下来的教师招聘

和调配工作提供了可靠依据。

据悉，接下来，富阳区将继续深

化利用“成长宝”，一方面智能规划

教师专业发展道路，另一方面，按照

“缺什么补什么，用什么学什么”的

原则，精准推送个性化的培训课程，

科学提升教师核心素养。

杭州富阳区：

“数据仓库”赋能教师成长

12月 21日，温岭市射箭训练基地、市
首家校园射箭体育竞技场馆落户箬横镇新
区小学。开馆首日，首批学员练习了站姿、
搭箭、钩弦、持弓、开弓、撒放等动作。

（本报通讯员 江成辉 摄）

神箭手亮绝活

浙理工科艺学院师生
为300户农户免费设计自建房

本报讯（通讯员 陈德虎 刘 婧）12月21日，家住绍兴市上

虞区崧厦街道的村民丁增松来到一宅设计工作室，通过浏览“农房

户型实例”App，为家里正要盖的自建房挑选可视化户型。该工作

室是由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建筑工程学院设立的。

3年前，该学院师生在开展社会实践时发现乡镇（街道）农民自

建房存在政府管控难、农户设计难等问题，于是发挥专业特长，成

立一宅设计工作室，帮助村民免费设计自建房。3年间，一宅设计

工作室师生团队陆续对上虞区6个乡镇（街道）的乡村农宅风貌及

设计进行了调研，还联合计算机专业学生共同研发了“农房户型实

例”App，内含可视化农房户型式样30余个。

一宅设计工作室学生负责人钱颖介绍，工作室成立至今，共有

108名学生加入他们的服务团队。每周，学生都会到设立在崧厦

街道办事处的工作室为农户提供个性化的自建房设计咨询服务，

至今累计服务农户300户。

浙开大为海外华侨
专辟学习服务中心

本报讯（通讯员 张枝实 毛贵军）近日，浙江开放大学青田

学院的海外学员孙良敏在罗马收到了浙开大颁发的首张海外华侨

培训结业证书。

孙良敏参加的是浙开大青田学院组织的“浙侨汇·文化浙江”

专题培训，学员需要参与浙江山文化、非遗文化、名人文化、古镇文

化、书院文化等5个系列必修课程学习，59个全省各地地方特色文

化选修课程学习。考核通过后，学员可以获得浙开大签发的继续

教育结业证书和全省学分银行学习成果证明。

为了方便海外华侨“时时可学、处处能学”，浙开大在浙江省全

民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设立海外专区，在浙江省终身学习数字

化资源库设立华侨教育专库，在华侨、归侨人数较多的温州市及瓯

海、瑞安、文成、青田等县（市、区）的学院设立专门的学习服务中

心，面向有学历提升、文化学习、技能培训需求的海外华人华侨定

向提供个性化、高品质的学习支持服务。

象山：
15分钟学习圈实现“老有所学”

本报讯（通讯员 张再生）每周的越剧课，58岁的象山县黄避

岙乡村民张文亚从不舍得缺席。“上了乡里的老年学校后，我认识

了很多越剧爱好者，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了。”张文亚介绍，为了参

加村里12月的新年晚会，大家晚上还自发组织排练，学习氛围十

分浓厚。

今年，浙江将新建122所老年学校列为省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要求90%以上的乡镇（街道）建有老年学校。象山县利用全县350

多个旧校（园）舍、村文化礼堂、社区党群中心等场地资源，因地制

宜新建老年大学，扩大老年教育覆盖面，逐步形成城乡15分钟学

习圈。

新桥镇老年学校的校舍最初为幼儿园，后入驻了镇老少关爱

服务站、抗癌康复协会、假日活动学校等组织，有现成的乒乓球室、

图书阅览室、音乐创作室等场馆。10月开学以来，学校陆续开设了

越剧班、二胡班、音乐班、舞蹈班等。

老年学校开起来，师资也是个大问题。象山深入开展青春反

哺、银龄光辉、同心筑梦“三大行动”，招募中小学（幼儿园）志愿服

务教师、社会培训讲师，引导优秀老年毕业学员担任基础课程导

师，扩充师资队伍。现已吸纳舞蹈、摄影等专业教师26人，打造市

级优秀教学团队2个。

据悉，今年以来，象山县各老年学校开设戏曲、摄影等课程班

级79个，在册在读学员3190人，组织开展社团文体活动125场次，

参与群众超2.6万人次。该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

下好老年教育布局提优、教学提质、服务提效“三盘棋”，助力老年

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建德实施“暖手工程”

本报讯（通讯员 黄康佳）“哇，洗起来真舒服呀。”最近，每到

午餐前夕，建德市明镜小学的学生们来到洗手间，手一伸到水龙头

下，热水就哗哗出来了。

为了让师生洗手不再冷冰冰，今年建德市教育局总计投入130

余万元实施“暖手工程”，在全市16所幼儿园和31所小学的教学区

安装热水龙头，让3.52万名师生在校园内实现用热水洗手。

为了保障工程稳定落地，8月明镜小学、新安江中心幼儿园进

行了试点。考虑到学生年纪小、自我保护意识不足，还加装了漏电

保护装置，配备调温阀调节水温，确保出水温度不超过38摄氏度。

寒潮来袭，常山县芳村镇中心小学熬制了独具常山特色的生
姜胡柚红糖水，帮师生驱寒御暖。图为党员教师在分发生姜胡柚
红糖水。 （本报通讯员 郑芷怡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邵佩华）近日，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收到了

来自岱山县的求助电话，希望学校的

海岛公益墙绘团队再出发，到该县的

长涂军港街进行墙绘美化。

说起这支海岛公益墙绘团队，

还得追溯到2012年。那年，时任学

校团委副书记苏峰在嵊泗县挂职

时，听闻五龙乡有墙绘需求，正好数

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学生也需要实

践机会，双方一拍即合。

那年6月，教师郑堃、吴蓓带领

2010级、2011级的14名学生出发

前往五龙乡田岙村渔俗风情街。抵

达后，看到两堵大白墙，想到一周内

要画出20张墙体画，学生们不免有

些忐忑。“大家放轻松，想想一路看

到的风景，想想村干部介绍的地方

历史和民间风俗，应该就不难了。”

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很快分了

组，着手绘制。

8天时间转瞬即逝，近300平方

米的东海渔村渔俗风情街主题渔民

画长卷完工了，也为学校海岛墙绘

公益活动开了好头。自此，学校每

年都会选拔一批专业水平和政治素

养过硬的学生加入队伍。11年来，

他们的足迹踏遍了舟山本岛、嵊泗

列岛、六横岛、虾峙岛、秀山岛等地，

创作的题材也更加丰富，从海岛风

情拓展到了时事热点。他们创作的

《繁忙的渔港》《海神的故事》《十二

生肖》《渔家乐》等反映海岛生活和

民俗特色的墙绘作品吸引游客们驻

足观赏。舟山当地越来越多的乡镇

（街道）慕名而来，邀请他们去创

作。截至目前，师生们创作的彩绘

总面积约有5000平方米。

与此同时，海岛墙绘公益活动

也成了学校实践育人的平台。“开展

墙绘活动是高校服务地方、大学生

践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实践，我们会

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同时也希望

以青年的力量影响和召唤更多人投

身乡村建设。”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

业所属院系——浙海职院现代港口

贸易学院院长兼乡村振兴学院副主

任王贵斌表示。

浙海职院师生坚持11年公益墙绘

彩绘上墙 扮靓渔村

本报讯（通讯员 姜雯静 郭愉悦）
“启雯啊，是我，你们的毛老师。大学

里要好好学习……”近日，浙江师范

大学大一学生章启雯接到了浙师大

原党委书记毛华岳打来的电话。殷

切嘱托的背后，是浙师大与武义县大

田乡一场长达20年的双向奔赴。

2003年，浙江省实施“欠发达乡

镇奔小康工程”。大田乡是武义县

欠发达乡镇之一，省政府将浙师大

确定为它的帮扶单位。毛华岳作为

帮扶组组长，来到了古竹中心小学，

也就是章启雯就读的学校。

2004年年初，毛华岳领头开展

校园扩建工程。浙师大先后捐款捐

物共计300多万元，为古竹小学兴

建了教学楼、食堂、宿舍等硬件设

施，让校园焕然一新。“学校一直在

建设，长假返校后，总会惊喜地发现

学校又‘上新’了，先是教学楼，然后

是多媒体设备，后来又有了画室和

音乐室。”章启雯清楚地记得学校的

点滴变化。得益于基础设施的完

善，远在山村的古竹小学也有了各

类社团活动，英语、陶艺、竹编……

似竹林间点点萤火，吸引着学生去

探索未知的领域。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毛华

岳都会带着古竹小学的学生到浙

师大参观学习，“他们是大山里的

孩子，难得走出大山，有的连武义

县城都没去过，更别说到金华、到

大学校园了”。按照毛华岳的设

想，古竹小学不到 300名学生，每

年带一批，那么 6年里，每一个学

生至少能轮到一次。毛华岳希望

通过这样的研学旅行，让学生开

阔视野，增长见识，从小树立远大

志向。

“我很幸运，一年级的时候就

来浙师大参观了，六年级的时候又

来了一次。”回忆起儿时的经历，章

启雯对浙师大科技馆的印象尤为

深刻：“钻进多面镜里，可以看到好

多个自己；一个球里面有跟随着手

指移动的电流……”在那时，物理

的种子伴着好奇慢慢在她幼小的

心灵里发芽。12年后，她如愿进入

了浙师大物理学专业继续当年的

物理梦。

在长达20年的帮扶接力中，像

章启雯一样受到对口帮扶的学生还

有很多。当年最早的一批研学学生，

有的考上了浙师大读本科、研究生，

还有1名学生留校成为了辅导员。

“我们的本职工作虽是教书，但

帮扶工作胜似我们的事业。”毛华岳

说，一代又一代浙师人走入大田乡，

他们乐担乡村建设的“跑腿人”，扎实

做好“驻乡导师”，努力打造助力乡村

振兴的“智囊团”，以“荣誉村民”的不

悔初心，完善架构“浙师大—武义县

大田乡”的帮扶机制，换来了旧村变

新颜、村民脱贫的硕果。

20年来，浙师大先后选派8名

干部担任农村指导员，接力耕耘，累

计投入帮扶资金700余万元，引进

帮扶资金420余万元，实施帮扶项

目 70余个，帮扶慰问低收入农户

640余户，培训乡村两级干部1150

余人次，使大田乡的乡村治理、经济

文化、旅游生态得到全方位的改观。

一校一村，一场20年的双向奔赴

浙师大全方位助力武义县大田乡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