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援疆工作要做到不负众
望，在“输血”的同时，还要为伊犁
教育注入江苏理念、江苏经验、江
苏精神，提升受援地教科研水平，
增强其“造血”能力。

“伊犁教育嫁接苏派教育，不
是简单的‘物理变化’，而是‘化学
反应’式的渗透交融。 ”今年 5 月，
李长春代表伊犁州教育局与江苏
教育报刊总社签署教科研合作协
议，报刊总社将在科研课题、课堂
教学、 教科研队伍培训等方面提
供针对性指导。 伊犁州教育局教
研室主任王广强告诉记者，“近几
个月来， 江苏教育报刊总社已送
来多场教科研‘及时雨’，如捐赠
科研经费 10 万元、支持举办‘苏
伊杯’教学能力大赛等。 ”

在教育援疆工作中，江苏将师
资力量提升列为基础性工程，依托
苏派教育资源，助力伊犁教育在教
育理念、教学方法、教育科研、教育
管理等方面全面提升，同时也推动
支援地与受援地优势互补。

3 年来， 江苏安排资金 3900
余万元，设立教师培养项目近 300
个， 培养培训州直教师 6 万余人
次；投入援疆教育经费 1200 多万
元， 支持在伊犁举办各类专题培
训和教师教学能力大赛；组织 128
批次 592 名专家赴伊讲学送教，
开设观摩课 3000 多节、举办主题

讲座 900 余场。 此外，伊犁州共有
85 批次 1895 名教师校长到江苏
进行为期 7 天到 3 个月不等的跟
岗学习培训。

2017 年初， 扬州援疆教师戚
立俊来到伊犁州新源县第二中学
挂职副校长，分管教科研工作。 一
年半援疆期满， 他出色地完成了
任务。“戚老师创设了自主学、合
作学、演练学的‘三学’教学模式，
让学校教科研水平显著提升，二
中教师们的专业成长离不开他的
辛勤付出。 ” 新源二中党支部书
记、校长陈启平说。

“离疆留什么？”这是戚立俊时
常思考的问题，为了给新源二中的
教科研工作再添一把火，2018年 6
月，他申请留下再援疆一期。 如今
第二个“一年半”也快到期了，戚立
俊打算申请再顺延一期。

打造一支“本土化优秀教师队
伍”，不仅是援疆教师的使命，也是
受援地教师的心愿。张胜是可克达
拉市当地的一名教师，去年，张胜
调入可克达拉镇江高级中学，跟着
援疆教师学到了很多。“以前我们
的教科研活动流于形式，现在的教
科研活动人人都是主角，人人都得
思考，我觉得自己的教科研能力明
显提升了， 关键是我的教学思考、
专业学习等习惯也得到了改变，这
将让我终身受益。 ”

书写教育援疆的高质量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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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素梅
通讯员 刘丹青）10 月 15 日，
南京中医药大学举行纪念承淡
安先生诞辰 120周年暨国际中
医药学术研讨会， 追思以承淡
安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医药
人，并召开以针灸、中医、中药
为主题的 3 场国际学术论坛，
及承淡安教育思想暨针灸学术
思想座谈会。当天，承淡安先生
铜像揭幕。

据介绍， 今年是南中医建
校 65周年，也是我国著名针灸
学家、中医教育家、南中医首任
校长承淡安诞辰 120周年。 在
建校 65周年纪念日之际，承淡
安先生弟子、海内外各界嘉宾、
南中医校友、 师生代表等 400
余人齐聚一堂，研讨、凝练承淡
安教育思想和学术思想， 共同
推进中医药教育事业和针灸学
术传承创新发展。

国际中医药学术研讨会在南中医举行

上解剖课前， 一群学生穿着
白大褂，默默地站在“大体老师”
周围，低头行礼一分钟。 这是南京
医科大学一堂“无声”的思政课，
上完后大家都很感动。“大体老
师”，是学生们对遗体捐献者的尊
称。 教师带领学生向捐献者致敬，
是南医大新生上第一节解剖课时
必须进行的一个特殊仪式。

给学生们上解剖课的教师张
露青， 至今仍清楚记得一位衣衫
破旧的老奶奶， 拎着大包小包从
外地赶到南京， 找到南医大“志
友”办公室（“志友”指遗体器官捐
献志愿者）， 希望去世后捐出遗
体，却不知怎么办手续。 张露青拿
出申请表给她填写时， 憨厚的老
人说不识字。 这位老人的捐献心
愿，让张露青格外感动。 在每学期
的第一堂解剖课上， 她都会讲这
个故事， 告诫学生们上解剖课时
应默哀、感恩、严肃、认真。

南医大人体解剖学系始终围
绕“感恩志友、传承大爱”主题，把
医学伦理教育、感恩“志友”、奉献
社会的主题元素融入课堂。“解剖

学最好的老师是每一位无言的捐
献者，是他们的奉献，让医学生能
够开展解剖学学习， 走上从医第
一步。 ”张露青说。

母子志愿者———淮安市 100
岁的吴舫老人和她的儿子谢广
亚、79 岁的“爱心奶奶”周剑秋、南
京大屠杀幸存者秦杰、 被疾病夺
去生命的南医大护理学院大一学
生李娟……在南医大医学伦理教
育馆，陈列着捐献者们的生平。 这
里是南医大学生开始接触解剖课
前，必须进入的第一个“课堂”。 医
学伦理教育馆不仅是该校对医学
生进行医德教育的基地， 也是学
校对外宣传“志友”大爱精神的一
个重要窗口， 迄今已接待参观人
员逾 3 万人次。

为纪念“志友” 和“大体老
师”们，南医大人体解剖学教研
室还专门设立了“厚德园”网站，
上面记载着每位捐献遗体志愿
者的基本资料和照片，供家属和
师生瞻仰。 目前，“厚德园”已建
网上“纪念堂”507 个，总访问量
近 28 万次。

南医大解剖学系教授丁炯介
绍说， 从尊重国人传统观念的角
度出发， 学校解剖学教研室想出
了这种特殊的网上祭奠方法，一
来寄托对“志友”的哀思，二来表
达师生的感谢。 在经历了“无声”
的思政课后， 学生们在解剖操作
中就能自然而然地把这种感恩转
化为对解剖标本的珍惜， 对解剖
操作的重视。

“无声”的思政课也延伸至课
堂外。 南医大组织一届又一届本
科生、研究生走进捐献者家庭，开
展慰问与服务。 党员教师与学生
等经常组织社会服务活动， 到广
场及公交地铁站台举办以“感恩
志友、传递大爱、捐献遗体、接力
生命”为主题的公益宣传活动，讲
解宣传“志友”的大舍、大爱精神。

每学期伊始， 南医大解剖学
系还会组织所有教师观看“志友”
生平，感悟大爱，重温教书育人的
初心。“每一次重温，对我们教师
而言都是一次珍贵的心灵洗礼，
鼓励我们前行、奋斗。 ”丁炯说。

“‘志友’事迹是南医师生开展
课程思政的宝贵源泉，这种教育是
无声的，更是神圣的，不需要说教，
却能很自然地让师生们在默默感
动中记住作为医者、师者的初心。 ”
南医大党委书记王长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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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 淮安市淮安区教
育系统坚持问题导向， 着力做好
立规矩、树典型、破难题、抓质量、
强师能、 精业务等六项专题教育
活动，优化教育生态，打造“政治
坚定、绝对忠诚、师德高尚、业务
精湛”的教师队伍，努力办好人民
满意教育。

立规矩，增敬畏，铸忠诚，着
力推动教育规范化发展

规范教师职业行为。 制定《关
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
设的意见》，列出“十项负面清单”，
划设 “五条红线”， 实行 “六个一
律”，严格执行师德师风考核“一票
否决制”，确保教育系统风清气正。
开展主题宣讲。由局党委班子成员
和部分中层组成的 20 个宣讲团，
分赴全区各片区共进行主题宣讲
28 场次，全区所有学校、所有教职
工均参加了宣讲活动。突出承诺签
名活动。局机关及基层学校开展承
诺签名活动， 全区共有 8000 多名
教师参加。 加强教干廉政建设。 共
对 38名吃空饷人员依法依规予以
辞退和解聘；对 116 名以各种借口
没有正常上班的教师限期返岗；对
38 名违规违纪的教师追责问责；
对 26名负有领导责任的干部予以
问责或纪律处分，教干公平感公正
感明显增强。

树榜样，立标杆，育典型，广
泛传播队伍建设正能量

开辟 “身边的榜样 ”宣传专

栏。 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开辟“身
边的榜样 ”专栏 ，共推出 17 期 ，
大力宣传在专题教育活动中涌
现出来的优秀教师和群体 。 选
树 “身边的榜样 ”先进典型 。 加
强学科专业优秀人才评选，评选
区级骨干教师 524 人、教坛新秀
224 人 。 弘扬崇高师德风尚 ，评
选淮安区 “最美教师 ”，20 名候
选人网上投票点击量突破 10 万
人次 。 营造 “身边的榜样 ”学习
氛围。 将选树出来的“身边的榜
样 ”在教师中广泛宣传 ，开展以
身作则 、 率先垂范主题宣讲比
赛，选派优胜选手组成宣讲团巡
回演讲 30 余场， 营造浓厚学习
宣传氛围。

破难题，聚焦点，重成效，切
实解决系统群体性问题

召开老教师代表征求意见
座谈会。 局领导班子到 10 多个
镇 （街道 ）走访慰问老教师以及
带病坚持工作的困难教师 。 目
前，20 多条老教师代表提出的问
题已基本解决到位，再也没有出
现一起特别是住房补贴群体性
上访事件。 召开幼儿教师代表征
求意见座谈会。 逐步解决幼儿教
师待遇不高、 数量不足等问题。
目前，已为 452 名非编幼师补缴
了 1996—2004 年养老保险 ，并
将分三年为约 744 人解决非编
幼师个人垫付的养老保险费用
850 余万元， 从今年 9 月开始提

高非编幼师工资和福利，全区没
有发生一起幼儿教师群体上访
现象。

抓质量，夯根本，明导向，始
终突出群众满意落脚点

不打招呼推门听课。 局领导
带领学科教研员， 对 18 所中小
学、幼儿园不打招呼进行督查指
导、推门听课、集中点评。 局党委
班子成员每学期至少到 3 个以
上镇 （街道 ）中小学开展推门听
课活动， 每所学校听课不少于 2
节。 不打招呼质量监测。 采取不
打招呼 、随机监测的方式 ，对中
小学教育教学质量进行监测，并
及时召开质量监测分析会，通过
“动真碰硬、红脸出汗”推进教育
教学质量提升。 放大优质教育资
源。 以组建三大教育集团、打造
片区中心初中等方式，努力让孩
子们在家门口就享受优质教育
资源。

重师德，强师能，增素质，有
效开展全员精益化培训

开展区级培训。除按要求选
派教师参加国家和省、市级培训
外，着力开展区级中小学教师师
德师风、校长和班主任管理能力

提升 、 教师学科教学技能等 10
个专题培训项目 。 开展校本培
训 。 组织不少于 90%的教师开
展不少于 16 学时的集中培训 。
统筹考虑各类培训，尽量不重复
安排 ，确保培训接地气 、普惠有
实效。

精业务，深教研，引活水，更
加注重系统专业化教学

组建教研团队。 在全市率先
成立基础教育学科兼职教研员队
伍， 共聘请学科兼职教研员 197
名。明确工作职责。提出加强学科
集体备课指导、 开发研究学科评
价试题、 贡献教学改革方案和建
议、 研究中小学课堂教学重点难
点、 每年听评课不少于 40 节、每
年上公开课或作专题讲座不少于
2 次等要求。严格管理考核。学科
兼职教研员每周至少一天在区教
研室工作或开展学科教研活动，
不得脱离课堂， 实行两年一聘动
态管理， 奖励性绩效考核参照区
管校干执行。

淮安区教育体育局将持续推
进专题教育活动， 不断优化教育
行风，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办
好人民满意教育。

打造“政治坚定、绝对忠诚、
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教师队伍

■淮安市淮安区教育体育局局长 房乃发

■
本
报
记
者

任
素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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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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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在“世界粮食日”
到来之际，东海县黄川镇中心小学
组织学生开展“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 爱粮课堂进田野教育活
动。 图右为该校教师向学生介绍
水稻的生长过程。

张玲 摄

本报讯（通讯员 韦玉新）
日前， 高邮市组织开展小学生
讲家风故事大赛。 大赛设高年
级、低年级 2 个组别，内容为
“家风故事演讲”与“家风故事
呈现”。“故事演讲”侧重家风
由来”与“家风传承”，鼓励原
创，重点突出个人对家风的独
到理解。“故事呈现”侧重通过
创设情景推介优良家风，舞台
呈现形式不限，可邀请亲属助
演。 比赛现场，小选手们以小

品、舞蹈、情景剧等多种形式
呈现家风故事，个别还串入朗
诵、乐器、书法等内容，凸显了
该市的素质教育成果。

近年来，高邮将家风教育
引入校园、带入课堂，融入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新时代
文明实践活动、文明礼仪养成
教育等板块， 形成政府支持、
社会关心、人人参与的工作局
面，以“小手牵大手”，实现了
“家风正”带动“民风淳”。

高邮扎实推进家风建设

（上接第 1 版）
3年间，在江苏的支援下，伊犁

州不仅新建了一批地标性的现代
化学校，还迎来了大批优秀的援疆
教师。 江苏选派了 152名骨干教师
赴伊入职任教，100 多名教师赴伊
短期支持职教发展，79名大学生赴
伊实习支教；深入实施“万名教师
支教计划”， 选派 320名教师赴伊
开展为期一年半的支教工作。

硬件设施建成到位， 树起了
教育援疆的骨架；但要构建血肉，
实现高质量发展， 还得靠援疆教
师们的智慧。

在采访中， 伊犁州教育局党
组书记李长春有个高频词———组
团式。 她说，江苏教育援疆人积极
探索“组团式”教育援疆新路径，
按 10 名以上教师组成一个支教
团队， 集中支援一所学校， 打造
“名校长+管理层+骨干教师”的团
队支援模式，从“顶岗教学”向“组
团式”升级。

2018 年， 镇江在全市省级重
点中学遴选 30 名高级教师，赴可
克达拉镇江高级中学，“江苏人民
教育家工程” 培养对象、 特级教
师、 镇江市名校长朱万喜任该校
校长，和其他 29 位教师承担了 11
门学科的教科研工作。“援疆教师
团队承担大量教学任务， 每名教
师带课班级大多在 3 个以上，每

周教学量 20 节课左右，从学校管
理、课程建设、教师成长等多方面
助推学校发展。 ”可克达拉镇江高
级中学副校长、 镇江援疆教师陈
正喜说。

短短一年半， 该校学生在期
中、 期末联考中均分领先同类重
点高中近 70 分，高分段拔尖学生
数亦处于优势地位。学校先后有 4
名教师在国家、 江苏省和兵团各
类学科竞赛中获奖；2 项教学科研
课题入选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课题， 其中 1 项在国家学科
竞赛中获一等奖。

在教学上取得的成绩， 坚定
了江苏实施“组团式”教育援疆的
信心。 目前，江苏在伊犁州共打造
了 21 个“组团式”援疆教师团队。

“一个人的努力是加法， 一个
团队的努力是乘法。‘组团式’援疆
能发挥 1+1>2的效能。 ”钱良告诉
记者，在伊犁，每个援疆教师团队
都是一面旗帜，3 年来， 他们开设
公开课 1000 余节、 报告讲座 500
余场；积极实施“青蓝工程”师徒结
对活动，培养 1000余名教师。

“‘组团’ 模式使教育援疆从
最初分散的、 单学科的、 一人选
派， 转变为现在集中的、 全学科
的、团队的援助，实现了点到面的
蜕变， 达到了江苏教育援疆的新
高度。 ”李长春说。

化学反应式教科研培养本土师资

组团式援疆深深烙下江苏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