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 1 版）加强对“双一流”建设的
过程指导，对各建设高校提交的《“双
一流”建设年度进展报告》提出指导意
见和整改建议， 并及时将结果反馈给
高校，确保“双一流”建设更具针对性
和实效性。

多措并举
统筹高等教育发展资源
除了建议完善高校“双一流”建设

配套政策外， 葛道凯还针对高等教育
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相关
建议。

他指出， 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发
展的要求已经由原先能否有机会上大
学转变到能否有机会接受更加有质
量、更加多样、更加灵活、更加开放的
高等教育上来；另一方面，现有各种层
次和类型的高等教育资源彼此相对独
立， 无法共建共享， 培养路径无法打
通，培养质量参差不齐，各类高等教育
文凭“含金量”差异较大。“究其原因，
管理职能多头分属、 缺乏共建共享机
制等。 ”葛道凯分析说。

“因此，我建议加强对各类高等教
育的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 ”葛道凯
说，当前应对各类高等教育的规模结
构和发展加强统一规划和政策制度
设计，在招生、培养、就业上实现联
动，包括建立联动机制，实现管理上
的打通、资源上的打通、学校内部和
外部的打通。

他建议，可以对成人高考、自学考
试、 远程教育等实行统一注册入学，统
一毕业标准，宽进严出，通过制定注册
入学政策法规、构建质量监控与保障体
系以及健全配套的投入与激励机制，推
进学历继续教育类型多样融合发展。同
时，还要建立统一的高等教育最低质量
标准。 通过颁布统一的国家标准，使各
类教育文凭能够真正做到“同质等效”，
并构建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学习
“立交桥”，探索建立健全高等教育全日
制和非全日制学历继续教育学制衔接、
专业和课程开放共享、学分互认的灵活
机制，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为完
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打下
良好的制度基础。

聚焦人民关切，
服务教育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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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3 月 5 日，是全国第 56 个学雷锋纪念日，也是第 20 个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 我省各地中小学及高校的师生纷纷以实际行动
践行雷锋精神。 本期重点聚焦部分学校“学习雷锋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的特色活动及暖心故事，敬请关注。

本报讯（通讯员 戴世勇）在“改革开
放四十年校园微电影”大赛中，扬州大学
新闻与传媒学院选送的 6 部作品获 9 个
奖项；在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全国
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等赛事中获 110
多个奖项……扬州大学新传院近一年来
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可喜的成绩。 这得益
于该院多年来依托艺术节、学生社团和暑
期社会实践 3 大平台， 着力培养高素质、
强能力的实践性传媒人才。

通过参加传媒文化艺术节的各项赛
事， 扬大新传院学生们的实践动手能力得

到了提升。 学生甘俊伟就是从艺术节上走
出的校园明星。“正是艺术节锻炼和培养了
我，给了我不断前进的信心。 ”甘俊伟说。

扬大新传院现有 20 多个学生社团，
这些社团组织机构健全， 成员定期换届，
为活动开展提供了人才保障。 学院还为社
团专门聘请校内外指导教师，加强专业指
导，并结合新闻传媒学科自身特点，精心
打造了特色品牌“传媒大讲堂”，拓宽学生
的专业视野。

每年的暑期社会实践是新传院学子
开展专业创作的好机会。 多年来，学院形

成了“宣传发动—组建团队—方案申报及
评审—组织实施—成果总结及评审—作
品展示汇报” 一套完整的工作机制。 在
2018 年暑期社会实践专业创作成果汇报
会上，一件作品围绕国家和学校的学生资
助政策体系， 用四格漫画的形式解读政
策，浅显易懂。 这一成果还随着录取通知
书寄到了新生们手中，广受好评。

“学院多年来一直鼓励学生积极参加
各类实践活动，着力培养既具有专业理论
素养，又具备扎实动手能力的新闻与传媒
人才。 ”扬大新传院院长冯锐如是说。

扬州大学新传院知行合一育人才

本报讯（通讯员 吴奕）
“阿姨，打份鸭腿、土豆丝、米
饭。 ”2 月 28 日中午，上完第 4
节课，江苏大学大一学生韩超
凡赶往学校第六食堂，熟练地
报了几个菜名，再递上一张特
别制作的纸质就餐证，就领到
了一份免费的午餐。

作为江苏大学后勤集团
“自强计划”资助对象，韩超凡

可以享受在学校食堂早中晚
三餐的一年免费就餐权。“吃
饱又能吃好，挺不错的，谢谢
学校帮助我解决了吃饭问
题。 ”韩超凡说。

据介绍，从 2013 年开始，
江苏大学后勤集团启动“自
强计划”，每年为 30 名左右的
贫困学生免费提供一日三
餐，至今已有 130 名学生参与

并获得资助 。 2018 年 12 月
起， 经过学校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选拔后， 包括韩超凡在
内的 35 名受助学生成为了新
一年的资助对象。

江苏大学饮食服务中心
主任刘群东介绍，这项“自强
计划”主要面向低年级贫困学
生，安排他们在宿舍附近的定
点食堂就餐，在解决贫困学生

实际生活困难的同时，充分体
现资助育人的宗旨。

自从有了免费就餐的机
会， 该校大一学生杨瑞雪一
个月的校园卡花销基本控制
在 200 元以内。 心怀感恩的
她每周都会去食堂做一个小
时义工，帮助食堂师傅择菜，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以表达
感激之情。

江苏大学后勤“自强计划”暖人心

上宿舍有 72 级台阶， 到教室有
96 级台阶，宿舍和教室之间约千米。
对于正常人， 从宿舍到教室，5 分钟
即可。 可对于江苏省东海中等专业
学校学生潘志豪而言， 最快也需要
40 分钟。 他因为脊柱侧弯等疾病，直
立行走很困难。

去年夏天，潘志豪初三毕业，他
报考了东海中等专业学校。“当初我
害怕因身体原因不能被录取，”如今
已成为该校计算机班学生的潘志
豪说，“感谢学校能给我继续学习
的机会，真心感谢那些无私帮助我
的同学。 ”

潘志豪也曾有过一段愉快的童
年时光，不幸在他上小学四年级那年
降临。 那时，潘志豪的左腿出现向内
弯曲的趋势，致使走路不顺畅。 焦急
的父母把他带到南京治疗，半个月后
有所好转。 但不到一年，他的右腿又
向内弯曲，几经北京、上海、南京等地
治疗，却没有效果。“我现在脊柱、盆
骨都侧弯，不能直立行走，走几十步

背就疼。 ”谈起疾病，潘志豪无奈地
说，“每隔半年就要去北京治疗一次，
要想行走，就必须借助外力”。

“我们尽最大能力，帮助每一个
敢于追逐梦想的人。 ” 东海中等专
业学校副校长孟凡华说，“入学以
来， 志豪在各方面表现都不错，他
对知识的渴望以及坚韧的毅力感动
了大家。 ”为帮助潘志豪顺利完成 3
年学业， 该校发动班级师生向他伸
出援手。

“我们班共有 46 名学生，其中男
生 32 名。 我们排定了 12 个组，每个
组 2—3 人。 ”为让潘志豪早日甩掉心
理包袱，班主任邵秋华为他量身定制
了一套帮扶方案。

同学侍东洋说：“一开始背他还
可以，走到一半就感到吃力，但我还
是咬牙坚持下去。 我经常在晚自习结
束后背潘志豪回宿舍。 ”自去年 9 月
份开学以来，除了雨雪天外，侍东洋
一天也没有缺岗。

同学陈可豪说：“我住在潘志豪

隔壁宿舍，每天早上 6 点起床，洗漱
后，就扶着志豪到教学楼。 ”

班长高建杰告诉笔者，他与潘志
豪初中就在一个班， 只要志豪需要，
他随时给予帮助。“这学期，我背志豪
有四五次了，还有朱爱康、王睿、陶士
龙等同学，也都背过他。 ”

就这样，同学们用行动践行“雷
锋精神”， 自愿当起了潘志豪的“义
肢”，使他没请过一天假，没迟到过一
节课，没误过一次用餐。“志豪虽然是
一名特殊学生， 但是他勤奋好学、团
结同学，非常乐观，任课教师和同学
们都喜欢他。 ”邵秋华说，潘志豪是个
身残志坚的好孩子，他的成绩排在班
级前三位。

“志豪挺好的，很阳光。 ”“都是同
学，帮他是应该的。 ”“他坚持上学的
精神，让我很感动。 ”……谈起潘志
豪，班级同学有很多话要说。“希望我
以后不会被生活所干扰，保持一颗善
良而快乐的心。 ”潘志豪将自己书写
的这句话，贴到了班级的寄语栏内。

■本报通讯员 张开虎 石杰鹏

东海中专 31 名学生
甘当身残同学的“义肢”

本报讯（通讯员 陈妍）3 月 3 日，
作为全国精神文明典型“莫文隋”的发
源地，南通大学再出新举措。 在该校举
行的“大爱传承 创益助力”莫文隋青年
志愿者行动项目发布会上，来自“言慈
计划”项目、“生花妙语”推广普通话脱
贫攻坚项目、“益行粉刷匠” 项目、“爱
笑的眼睛———南通大学‘爱心家教’校
外辅导站” 项目的 4 个示范团队进行
了项目推介。 与此同时，该校为 8 家首
批学雷锋志愿服务标准化站点创建单
位授牌。

长期以来，南通大学始终坚持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将“莫文隋”精神的弘扬
与培养新时期“道德优美，学术纯粹”的
通大人相融合。 截至目前，学校莫文隋
志愿者志愿服务时间长达 520918 小
时。 在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评比中，学校连续
5 年获评全国优秀单位。 依托莫文隋青
年志愿者协会，学校先后打造了“十街

百居”结对共建、“微笑大使”仪行劝导、
“暖冬计划”冬衣募集、“宏慈助学”爱心
援助、“爱传青海”扶智扶贫等多维志愿
服务平台，形成了集思想引领、志愿服
务、 社会实践于一体的育人新格局，成
为校园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道靓丽风景。

“当我们的公益活动能唤醒文明觉
醒、唤醒青年人的担当时，这就是力量，
这份力量让我们更加有信心、更有热情
坚持下去。 ”“益行粉刷匠”项目负责人
李承寅说道。 志愿者们纷纷表示，要积
极宣传弘扬“莫文隋”精神，从点滴做
起，通过自身志愿服务唱响“莫文隋”文
化特色品牌，努力为学校高水平文化传
承创新工程添砖加瓦。

“志愿服务 20 余年来，通大‘莫文
隋’ 已经凝结为独特的校园文化基因，
融入每一个通大人的血液中。进入新时
代，‘莫文隋’ 将以更加生生不息的力
量，唱响新时代的文明赞歌。 ”南通大学
副校长侯文华如是说。

南通大学发布2019莫文隋
青年志愿者行动项目

本报南京 3 月 5 日讯（记者 王琼）“我正
在画的是雷锋修理汽车”“我画的是雷锋同志抗
洪抢险”……3 月 5 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艺术
学院的志愿者们发挥专业所长，开展“笔尖上的
雷锋精神”志愿服务活动。 雷锋日记中的“第一
次政治课”“照顾一位老太太”“节约二百元钱”
等故事跃然纸上，吸引了众多学生驻足观看。

现场， 志愿者们不仅向学生展示雷锋手绘
画，介绍雷锋以及雷锋精神，还给前来观看的学
生提供手绘体验。“雷锋精神在每一个时代都有
特殊的意义和能量。 对于学生来说，团结友爱、
努力学习，就是传承雷锋同志的优秀品质。 ”现
场参与作画的学生韩夏说， 第一次参与这种活
动，获益匪浅。

此外， 志愿者们还将现场制作的雷锋人物
形象速写卡片，作为礼物送给同学们。“他们用
手绘画的方式呈现雷锋日记，传递雷锋精神，让
我觉得更直观，比文字更具有感召力。 ”该校大
二学生王忆凡说。

据了解，此次活动所有的绘画作品，将形成
“笔尖上的雷锋精神”手绘图册，在网络上进行
宣传， 以更加多元的方式让大家了解雷锋和雷
锋精神。“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让画面引导
学生了解雷锋、了解雷锋精神，鼓励大家积极加
入志愿服务团队，身体力行，积小善为大善，努
力展现新时代青年志愿者的新风尚。 ”该校艺术
学院辅导员李爽说。

南航大学子手绘雷锋

近年来， 盐城市盐都区涌现出中小学
教师争当社会志愿者的热潮， 广大教师利
用业余时间认真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者精神，积极参与社会志愿服务
活动， 在全社会唱响了盐都教师志愿服务
的赞歌。 3 月 5 日，该区楼王镇中心小学教
师志愿者来到该镇留守儿童成长指导中
心，开展亲情陪护活动。

当天， 盐都区各中小学校开展了丰富
多彩的“学雷锋”活动，传承雷锋精神，倡导
学生争当新时代好少年。 在该区举行的“学

雷锋志愿服务月”活动启动仪式上，盐城市
第二小学和神州路小学师生表演的 “学雷
锋”快闪活动，吸引了更多人参与到“学雷
锋”活动当中。

此外，盐都区龙冈小学在学雷锋日开展
了“传承红色文化，弘扬雷锋精神”主题教育
活动，民间图书收藏爱好者柏正满在该校展
出 200 余本雷锋故事书籍， 以及 4000 余本
爱国主义题材图书。 该校近 2000名师生受
到了雷锋精神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桂富 储启广 摄影报道

盐城盐都“学雷锋”活动丰富多彩

师师生生表表演演““学学雷雷锋锋””快快闪闪活活动动

志志愿愿者者与与留留守守儿儿童童同同读读一一本本书书 柏柏正正满满宣宣讲讲雷雷锋锋故故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