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 1 版）
记者了解到， 随着名师

空中课堂的开播， 部分农村
小学音体美等课程的开设也
进入了良性循环。 十墩小学
校长何飞介绍， 每到名师空
中课堂开播时间， 该镇中心
校会安排辖区每校一名骨干
教师前来听课， 并及时召开
业务学习培训会， 促进教师
们研讨分享。

在逐步成为各地优质教
育资源供给点的同时， 名师
空中课堂也为学校的课后服
务提供了个性化、 多样化的
选择。

“遇到这样危险的情
况， 别的小朋友是怎么做
的呢？ 请大声朗读课文第
四自然段……” 下午 4 点
30 分，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
延时服务安心班的值班教
师打开名师空中课堂平台，
为孩子们点播 《司马光砸
缸》。 孩子们围绕课文积极
思考，相互讨论，学习气氛
十分热烈。

这样的学习场景已经
成为沧浪实验小学课后延
时活动的常态。 近期，该校
把组织观看名师空中课堂
纳入课后延时服务中，面向
全体学生开展个性化学习
指导。“老师们会挑选易于
学生接受的、趣味性强的课
程供大家观看，” 副校长章
春玮表示，“我们一定要用
好这个平台，指导学生借助
平台开展自主学习，帮助学
校解决课后辅导‘最后一公
里’的难题，建立起家校共
育的连心桥”。

教师怎么教？
“直播 +连线”传导路径

截至 10 月底，名师空中
课堂教师在线视频或电话答
疑 24000 多题， 解答问题近
20 万条。

“这位同学你好，欢迎来
到名师空中课堂， 有什么可
以帮你？ ”从今年 2 月开始，
南京市宁海中学分校数学教
师袁勇就参与在线答疑工
作，每周值班 1 到 2 个晚上，
迄今已接受 100 多位学生和
家长的咨询。

线上一分钟，线下“十年
功”。 袁勇利用空余时间，从
初一的符号意识到初二的识
图能力， 再到初三的模型思
想，对各年级的基础知识点、
重难点问题重新进行梳理。
“提高自己的解题、 讲题能
力， 做中高考题是必不可少
的。 ”袁勇说，这样答疑时就
能及时准确地帮助学生解决
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教
会学生解题方法。

在线答疑作为音视频直
播， 受到学生和家长的青睐，
同时也对教师专业能力和临
场应对能力提出了全新挑战。

沛县敬安镇中心小学教
师王伟把答疑的过程制作成
个性化的“手书”“板书”甚至
“课件”，让学生“多图读懂”。

东台市弶港镇蹲门村距
离市区 60 多公里。该村村民
王女士告诉记者， 孩子现在
不但可以听东台名师授课，
还可以通过省名师空中课堂
与省里名师互动交流，“这替
我们老百姓想得太周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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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凯，盱眙县仇集中学一名平凡
的“80后”山区教师。因为一场意外他
失去了左腿， 但他没有踟蹰不前，反
而用不平凡的行走方式，丈量生命的
长宽高，从此变得“与众不同”。

单腿立教的“钢铁站神”

师范毕业后，吴凯只身来到位于
山区的仇集中学任教。 2010年，由于
工作出色，被任命为副校长，分管学
校德育。2011年 10月的一天，一场车
祸夺去了他的左腿。 此后半年里，吴
凯消沉过，颓废过，幻肢痛和身体里
的两块钢板， 更是常常让他痛苦不
已，但一个声音常常在他脑海里反复
出现：“我是一名老师，我自己都调整
不过来，还怎么去影响我的学生？ ”

于是，短短半年后，在师生惊讶
的目光中，吴凯再次站上了讲台。学
校考虑到他行动不便， 想安排他多
休息一段时间， 但他每次都摇头拒
绝。从此，课堂上多了一位单腿立教
的物理教师。

戴上假肢，一堂课站下来，吴凯

腿上的皮不知磨破多少次。课间，他
常常要用酒精擦拭防止伤口感染。
每每看到鲜血淋漓的伤口， 吴凯的
爱人丁德芳总是悄悄抹眼泪， 心疼
道：“实在撑不住， 你就坐着上课
吧！ ” 吴凯依旧是拒绝。

课堂让吴凯重新找回了神采奕
奕、激情四射的自己。完成基本的课
时任务还不够， 他还要和别的老师
“抢”课上。 校领导让他把班主任的
担子放一放，专注教学就可以了，这
可把他急坏了：“那怎么行？ 做班主
任更有幸福感。 ”

就这样， 吴凯的工作量并没有
因受伤而减少，相反，他常年担任初
三毕业班班主任， 并身兼两个班的
物理学科教学。 学生们常在背后称
他为“钢铁站神”。

留守山娃的“暖心爸爸”
仇集中学地处苏皖交界的山区

腹地，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外出务工
人员多。 2013 年，吴凯和爱人搭档
带班教初一时发现，班上 30 多个学

生中，超过三分之一是留守儿童。进
一步调查后吴凯发现， 全校 247 名
学生中， 有 69 名学生是留守儿童，
其中有不少还是单亲离异家庭的孩
子。这些孩子的教育、安全、生活、心
理情感等诸多“留守问题”，像一块
大石头压在了吴凯心上。

经过精准调研，在学校的支持下，
吴凯牵头组织实施了校园关爱留守学
生“1+2=1”工程———每个留守娃“配对”
1名“山爸”和“山妈”老师，组建成 1个
“爱心家庭”，让每个留守娃都有“家”。

新家庭组建好后，吴凯又为“山
爸”“山妈”“山娃”量体裁衣，制订了
详细可操作的岗位职责， 规划了亲
情呵护留守娃的“五个一”活动，即
每天一次看望问候、 每周一次沟通
交流、每月一次家庭聚餐、每学期一
次亲子郊游、每学年一次节日陪伴。

3 年来， 吴凯和爱人先后“认
领”了 29 个留守子女。

3 年来， 吴凯带领团队为学校
216 名留守儿童“配对”了 42 个“爱
心家庭”。

3年来，这份温暖已经从仇集中
学辐射到盱眙县。 通过“1+2=1”工程，
全县共组建了 1563个“爱心家庭”，
越来越多的留守儿童有了“新家”。

……

言传身教的“硬核教师”

教书育人 17 载，单腿立教已 8
年。虽只能“独立”行走，但吴凯却用
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坚毅品质， 为学
生树立了一个最好的身边榜样。

徐超（化名） 是来自单亲家庭
的孩子，且父亲常年不在家。 初三
时，因为家庭原因他产生了厌学情
绪。 吴凯找到他， 语重心长地说：
“不想学习？摸摸我的腿！”说着，便
卷起衣服，让他摸一摸至今还留在
臂膀和大腿里面的钢板。一番促膝
长谈深深触动了徐超， 他开始改
变自己，发愤图强，起早贪黑地学
习，2018 年如愿以偿地考上了重
点高中。

“请大家不要关注我的‘缺失’，
把我当成和你们一样的人。 ”这是吴
凯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作为物
理教师，他立足乡土勤勉教学；作为
班主任，他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
学生；今年 9 月，他担任校长，身先
士卒，常常废寝忘食地工作。

“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自强不息、
奋斗不止！ ”这是吴凯的学生们从他
身上品读出来的人生意义。 他动人
的经历像一本生动的教材， 影响越
来越多的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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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拿到一学年 1500 元
的助学金，还能够领到教育精准
扶贫政策的 1300 元补助， 这笔
费用能解决孩子一年的生活费
和伙食费了，非常感谢国家的大
好政策。 ”盐城市亭湖区李灶小
学三（2）班学生小敏的家长激动
地告诉记者。

10 月 17 日上午，盐城市亭湖
区学生资助中心组织工作人员来
到该区各校宣传教育扶贫政策。
该中心拓宽路径， 积极开展学生
资助政策宣传工作， 将政策宣传
到校、到村、到户，使所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知晓资助政策， 知晓学
生获得资助的实际情况。 在各项
资助资金发放到位后， 该中心还
通过“温馨提示”等方式，将资助
项目、资助金额、资助时间、发放
方式等及时书面告知学生及其家
庭人员。

“让家庭贫困的学生通过读
书插上梦想的翅膀， 改变自身命
运”是亭湖区学生资助中心的“初
心”。 今年暑假，亭湖区一名学生
小琦如愿考取了苏州大学， 一家
人开心的同时为大学学费犯起了
愁。 后来，他们在“亭湖教育在线”
微信公众号上获悉， 特困家庭能
够享受到一次性生活补助。 于是，

小琦的家长带着盐城市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金救济证来到中心，很
快领取了 2000 元的生活补助。

此外，他们还从中心得知，国
家开发银行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
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
发放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全
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可
以申请的贷款额度为 1000 元至
8000 元。“这个惠民政策真好，解
决了我们一家人的后顾之忧！ ”小
琦的父母感慨道。

为全力推进教育精准扶贫政
策， 亭湖区教育局构建了纵向贯
通、横向联通，集免、奖、助、贷、补
多位于一体的学生资助政策体
系， 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
济困难而失学。 该区学生资助政
策明确规定， 学前教育阶段家庭
经济困难儿童资助平均标准为
每人每学年 1000 元； 幼儿园根
据学生困难程度每生每学年资
助标准为 800 元 、1000 元 、1200
元 3 档，建档立卡学生实行全覆
盖资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
困难的小学生每人每学年资助
1000 元，初中生每人每学年资助
1250 元，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全部免除学杂费和课本费；高等
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

受一次性生活补助和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政策。

为确保教育扶贫政策精准落
实到位， 亭湖区各级各类助学金
申领均由学生向学籍所在地学校
提出书面申请， 并提供相关家庭
贫困证明材料， 由学校资助工作
小组审核并公示后， 上报区学生
资助管理中心审核， 审核通过后
按学期将助学资金统一打入受助
学生或家长银行卡中。 据该区学
生资助中心副主任孙吉平介绍，
今年春学期共发放学生资助金额
243.225 万元，其中学前教育阶段
资助 798 人，发放金额为 39.95 万
元； 义务教育阶段资助 2696 人，
发放金额为 168.075 万元；高中阶
段资助 352 人， 发放金额为 35.2
万元。

近年来，亭湖区积极创新举
措，精准施策，向扶贫“靶心”发
力， 出台区域精准扶贫政策，对
亭湖籍建档立卡学生在原有学
生资助政策基础上，再提高资助
标准、扩大资助内容，学前教育
阶段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学年
4400 元，义务教育阶段资助标准
为每人每学年 1300 元，高中、中
职及高等教育阶段资助标准为
每人每学年 5000 元。

这一政策的实施， 切实解决
了亭湖区一批学生上学难的问
题。 据统计，2018—2019 学年度，
该区 785 人享受了该项政策，受
助金额达 221.65 万元。“今年秋学
期计划将经济困难学生分为 3 个
困难等级， 对建档立卡学生、孤
儿、 患重大疾病学生再提高资助
标准。 ”孙吉平介绍道。

今年暑假， 亭湖区永丰小学
家庭困难学生邵俊杰接到该区学
生资助中心传来的喜讯， 他可以
到区内名校景山中学就读初一。
“这是我区对建档立卡的学生出
台的又一利好政策， 这些学生既
可以享受高额度的资助， 又能享
受优质教育资源。 ”亭湖区教育局
局长卢瑞祥说。

目前， 亭湖区在景山中学、
亭湖新区实验学校、亭湖高级中
学设立“爱心班”，符合条件的学
生均可自主选择到“爱心班”就
读或插班就读。 近两年，全区有
36 名建档立卡学生到“爱心班”
就读。

“扶贫必扶智，让贫困家庭的
孩子接受良好教育， 是教育扶贫
的重要任务。 我们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 努力将教育扶贫进行到
底。 ”卢瑞祥表示。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唐守
伦）“老大上幼儿园距离远，雨雪
天老人接送很不方便；今年老二
在家门口入园，再也不用担心接
送问题了。 ”近日，扬中市明珠幼
儿园孩子家长李芬高兴地说起
了镇江教育系统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带来的
新变化。

自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以来，镇
江市教育局党委组织班子成员主
动认领 1 项难题集中攻坚，力争 3
个月内取得实打实的成果， 向人
民群众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调研中， 该市发现城镇小区
配套幼儿园存在供给不足问题。
对此该市教育局局长刘元良主
动领办，带领一班人去一线现场
调研、听取群众意见，分析问题
症结，明确工作思路。

随后，该市教育系统积极协调
土地、规划、人社等 10 多个部门，
对原建设规划和土地出让合同进
行全面清理， 并重点确定 36 所幼
儿园为整改对象，推动问题解决。
今年 9 月以来，全市有 8 所幼儿园
开园，其中小区配套园 5 所，新增
普惠性学位近 2000 个。

有的幼儿园未能按期建设，
有的幼儿园建成未能举办 ，还
有一些幼儿园建成后被挪作他
用， 该市对此一一制定整改措
施 ，列出序时进度 ，有的放矢 ，
算清“老账”。

以扬中明珠幼儿园为例，该园
主动与施工方对接， 按办园要求
推进幼儿园施工进度，今年 9 月正
式开园，招收了 135 名幼儿。“配套园环境优美、设施齐全、收
费合理，解决了周边孩子入园难问题，还缓解了扬中城西片
区资源不足的问题。 ”该园园长冷霞如是评价。

此外，该市还按照长效治理的要求，修编《镇江市区学前
教育设施布局规划（2018—2035）》，计划修订《城镇住宅小区
配套幼儿园规划建设管理实施办法》，完善小区配套园规划、
建设、验收、移交、办园等“一揽子”办法，大力建设公办幼儿
园，保障 90%以上的幼儿在公益普惠性幼儿园就读。 依据规
划，到 2035 年，镇江市区将新增 77 所幼儿园。

同时，该市教育系统还加大督查力度。 由市教育局主要
负责人带队，多部门参与，每月督查指导各地解决城镇小区
配套幼儿园供给不足进展情况，跟踪问效，以解决问题实效
检验主题教育成效，让人民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主题教育带
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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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为孩子未来筑梦
■本报记者 任素梅 通讯员 倪同岭 蔡燕

山里娃的“铁老爸”

近日， 南通科技职业学院来自老
挝、泰国、孟加拉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留
学生和该校学生一起， 在园艺专业教
师指导下，开展插花技艺学习交流，增
进相互了解和友谊， 感受中华传统文
化的魅力。

冯凯敏 摄

为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盐城市亭湖区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联通，集免、奖、助、贷、补多位于
一体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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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盱眙县仇集中学教师吴凯
■本报见习记者 陈思洋

构建优质教育资源
供给“区块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