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
“七个一”推进廉政宣传教育

本报讯（记者 蔡丽洁）11 月 19 日，江苏
农牧科技职业学院举行 2019 年“廉政文化教
育月”启动仪式，学院“京剧廉政文化传习基
地”正式揭牌。 据悉，该基地将与省京剧院开
展合作，以学生京剧社团为依托，进一步开展
京剧廉政文化活动， 打造学院廉政文化特色
品牌。

据悉，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该学院于 11 月在全校开展了以“七个一”
为抓手的“党风廉政文化教育月”活动，即举办
一次专题学习，讲好一堂专题党课，组织一次
学习交流，观看一次廉政书画摄影展，观看一
场廉政文化演出，开展一次警示教育，开展一
次廉政谈心。

本报讯（记者 陈宇豪）11 月 16 日，来自
南京市田家炳高级中学的全体高一学生前往南
京师范大学聆听了一节课———“生涯顾视”启智
自我认识。该课程旨在帮助高一学生了解自己、
了解高校、了解专业、制定学涯规划、实现科学
选科。

据了解，该课程由生涯教育专家、南师大博
导顾雪英开发，“生涯顾视” 研究院制作，“高中
生心理综合素质进阶性测评系统” 提供技术支
持。 课程以校本教材《我的高中生涯发展手账》
为蓝本，针对综合素质评价、高考科目选科、自
我学科优势探索等问题, 为学生提供行之有效
的解决方案。

该团队从 2016 年以来， 已在近 20 所学校
开展 3 年多的实验和服务，惠及学生近 5 万人。
研究院还开发了实用性教师生涯教育培训课程
体系，先后为 500 多名教师提供专题培训。

南师大“生涯顾视”课程
助力高中学生生涯发展

新闻点击

日前，无锡市堰桥高级中学 74
岁退休教师俞斌再次踏上去往广西
百色的旅程。不同以往，这次他是弥
补另一位捐资助学者———因公牺牲
的广西乐业县百坭村第一书记黄文
秀留下的遗憾， 找到她生前牵挂的
3 名贫困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俞斌两进新疆、三达西藏、八赴
云贵、九下陕川、百上大别山，助学
足迹遍布十几个省市。如今，年逾古
稀，他捐资助学的步伐仍在继续。

1994 年，俞斌看到《人民日报》
刊发“希望工程 1+1 助学行动”公益
广告，便报名救助贵州开阳立京小学
失学儿童刘章武。“那是我第一次资
助学生，当时月工资 300 多元，我汇
了 400元。 ”采访中，俞斌拿出视若珍
宝的首张资助协议书，上面清晰地写
着：捐款人俞斌，受助人刘章武。

1996 年暑假第一次去看望刘
章武，俞斌坐了 2 天 2 夜火车，又坐
大客车再换中巴， 步行 30 里山路。
刘章武家徒四壁，断炊多日，连一碗
棒子面糊糊都拿不出。

立京小学在一座小山头上，校
园没有围墙， 两排破旧的矮平房就
是校舍。身穿粗布衣裳、普通农民一
般的校长， 双手捧着一面鲜艳的五
星红旗走向旗杆。国旗缓缓升起，孩
子们注视着，认真向国旗敬礼。这一

刻，观礼的俞斌眼泪哗哗地掉下来。
“我当教师这么多年，升旗仪式

见了无数次， 但都没有这次印象深
刻。 ”俞斌说，他当即取消了外出旅
游的计划，将身上的 1000 多元倾囊
捐出，仅留下返程车费。 由此，俞斌
踏上长达 25 年的助学路。

为了从微薄工资里挤出钱来资
助留守儿童、 贫困学生， 他节衣缩
食，多年来几乎不添新衣服，不在教
工食堂用餐，而是回家煮面条。他还
经常捡拾废品， 换钱助学。 每年暑
期，总会有周围的孩子敲门：“爷爷，
我要跟你一起捡废品， 去帮助贫困
小朋友。 ”

他向毕业班学生和家长发出倡
议，捐出旧书和校服。 双休日在家，
他一洗就是几十件， 晒干后打包寄
给贫困学生。 25 年来，俞斌的身影
每周都会出现在邮政局，汇钱寄物，
邮出的包裹累计上万吨。

俞斌经常一个人肩扛手提，带
着资助金、 学习及生活用品去看望
贫困学子。为了省钱，他乘坐最便宜
的交通工具，山道崎岖，包裹又重，
他摔跤无数。 当他一瘸一拐来到资
助学校， 孩子们误以为这位爷爷是
残疾人。受伤后，他不舍得花钱看医
生，“伤病养养就好了，省下钱，可以
多资助一个贫困生”。

记者问， 为什么执著于去贫困
地区？ 他说：“只要能够帮助到孩子
们，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就很幸
福。”走到哪助到哪的俞斌脚步越来
越坚定，玉米糊糊、米汤也是越吃越
香， 他还同大别山的小学校长比赛
“吃稀饭”。

一次， 俞斌去大别山看望受资
助的学生曹甲，曹甲的爷爷、爸爸都
来迎接。孩子亲切地喊着“爷爷”，紧
跟着爷爷、 爸爸也随着孩子口吻唤
他“爷爷”。 俞斌上前握住曹甲爷爷
的手，笑道：“我们年纪差不多，您不
用这样叫我吧。”“不不不，这是以我
孙子的名义，是对您的尊敬。”由此，
俞斌成了祖孙三代的“爷爷”。

有一年， 受资助的贫困学生吴
晓山听说俞斌要离开了， 哭着央求
妈妈带自己去街上， 挨家挨户地寻
找俞爷爷的身影。 看到拎着包裹的
俞斌后，抱着他的腿不肯撒手，不断
央道：“爷爷，不要走好吗？ ”摸着孩
子的小脑袋，俞斌笑道：“晓山，爷爷
下次再来看你。 ”

“我去年 37岁，今年 47岁！ ”俞
斌喜欢玩笑般地把自己年龄数字倒
过来说。 这位善良爱笑的老人省吃
俭用一辈子，个人资助累计 36 万余
元， 只为给留守儿童打造一个温暖
的“家”，圆那些素不相识的贫家子
弟“求学梦”。

出身贫寒家庭的俞斌， 小时候
每天要承担做饭、割猪草、担水等家
务，还要照顾 7个弟弟妹妹。父母为
了生计，不同意俞斌上初中。让俞斌
意外的是， 有好心人趁他父母不

在时偷偷把钱塞到他手里， 让他
去缴学费，“当时我还小， 根本就
不认识给我钱的好心人， 至今我
还不知道他是谁。 ”因此，饱尝求
学艰难的俞斌特别关注贫困学子
的学习和生活。

助学路上有同行者。 妻子心疼
俞斌下班回家辛苦缝邮包， 便揽下
了缝洗旧衣服、包裹的任务。忆起过
世的妻子，他哽咽了：“临终前，她已
经不能说话了， 只是盯着墙上几名
孤儿的照片，淌下两行泪。 ”这些年
俞斌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不仅有
妻子的理解， 还有儿子的支持———
帮他筹集衣物、找运输车辆等。

“俞老师， 我和丈夫没有孩子，
想通过您帮助一些孩子。”余赛芳夫
妻二人找到俞斌参与助学， 还发动
自己的朋友加入。两年来，他们结对
帮扶了几十名贫困学子。 86岁的老
党员陈华荣结对助学 10 年，还和自
己的兄弟提供不锈钢旗杆和升旗平
台等援建物资。 石塘湾农村商业银
行给川贵山区小学生捐赠 20 多万
元的服装……在俞斌这只“领头雁”
的带领下， 当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
扶贫助学队伍。

2015 年，“俞斌爱心工作室”成
立，每年结对资助贫困学子 1060 余
人。工作室从单一扶贫助学向扶贫、
增智、养志转变，为贫困失学儿童的
情商培养发起“增智助学”和“养志
助学”行动。俞斌很开心：“工作室有
助于深化帮扶内涵，培育助学队伍，
拓宽爱心助学路。 ”

“刚刚看到微信，有个孩子的学
费还没有着落……趁着现在身体还
行，我要多走一些路，多帮助一个贫
困孩子。”俞斌边走边说。阳光下，他
的身影那么瘦小，却又那么高大。

本报讯（记者 任素梅 通
讯员 丁兰华 赵娴）“有一种
思政课叫校长早餐会， 它不是
在教室上的，而是在食堂；它不
是老师上的，而是我们的校长；
它虽然不是课， 但是我们都争
着抢……”11 月 9 日，这首由无
锡科技职业学院学生刘书臣作
词、宋瑞林演唱、姜科制作的原
创 MV 登上了第三届“我心中的
思政课”全国大学生微电影展示
活动全国优秀作品榜。

“思政课应该怎么上？ 要先
问问学生！ ”今年 3 月，无锡科
技职业学院校长孙兴洋经过思
考， 决定在学校里做一场大调
研， 了解学生最喜欢的思政课
到底是什么样， 寻找思政课的
突破口。

孙兴洋召集学生校长助理
团在全校调研， 并形成一份 17
页的《科院思政课调研报告》。报
告显示，71%的学生希望改变上
课模式， 在愉快中收获知识，希
望思政课堂不局限于教室，多增
加社会实践和非课堂教学。调研
报告让孙兴洋意识到：思政课不
是没有需求，而是学校没有打造
出满足学生需求的精品课。他决
定自己带头，给学生上一堂别开
生面的思政课。

3 月 16 日， 首期“校长早
餐会”在学校食堂成功举办，孙
兴洋与学生边吃边聊，既谈学校发展，又解人生困惑。
形式新颖、内容生动的别样课堂一下子点燃了学生的
参与热情，学生提问“铺天盖地”，早餐会持续了 3 个
多小时。

刘书臣是参与校长早餐会的学生之一。回忆起那天
的情形，他仍然难掩激动：“孙校长以聊天的方式拉近了
和学生间的距离，引导大家说出自己心中的困惑。那天，
校长的本子上记满了学生的意见，他还给我们上了一堂
人生教育课，鼓励我们成长为‘心中有爱，眼中有人，肚
中有货，手中有艺’的新时代大国工匠。 ”

孙兴洋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思政课迅速在学生
中圈粉。刘书臣有感而发，创作了歌词《有一种思政课叫
校长早餐会》。 令他没想到的是，MV 在校园里迅速“火”
起来，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引来赞声一片：“唱出了大家
的心声”“这样的思政课请给我们来一打”。

据介绍，“校长早餐会”至今已举办 3 期，未来这
种“共享早餐，共商校事”式的思政课将持续举办，力
争“一月一会”。 对于思政课改革，无锡科技职业学院
党委书记张国华表示：“我们要充分利用文化和思政
资源，思政课堂可以在食堂、在操场，还可以在工厂、
在车间、在田头、在街道……走近学生，才能走进学生
心田，影响学生思想，提升学生素质，切实提高思政教
育的实效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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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3 日，2019 年全国农业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在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举办。 本次比
赛项目为植物组织培养， 来自全国 27 所农业
职业院校的 54 名选手汇聚一堂，比拼技艺。 图
为学生正在参赛。

纪韦韦 陈磊 摄

（上接第 1 版）

政策引领，提质促能谱新篇

今年 7月，宿迁市委、市政府印发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实施意见》，力争用 5年左右时
间， 建成一支同宿迁社会经济高质量
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师德高尚、 业务精
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

“在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上， 围绕
广大教师关心关注的热点难题，该文
件在很多方面都拿出了实实在在的
政策和措施。 ”汤成军说，“广大教师
关心的职称评聘、编制、培训和待遇
等问题，《意见》都给予了详细说明。 ”

为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更好激发
教师队伍活力，《意见》在全省率先推
出举措———人社部门按照区域内学
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总量的
10%增设高级特设岗位， 动态管理，
滚动安排，主要用于学校引进高层次
人才和选聘一线优秀教师。通过特设
岗位、 区域统筹等途径新增的岗位，

由教育行政部门统筹使用、 竞聘上
岗、合同管理，一律实行聘期制，当学
校规定结构比例内出现空岗时优先
择优转聘。

在乡村教师职称申报方面，该
《意见》 也给予了政策倾斜———对乡
村中小学教师中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10 年以上申报中级职称、从事专业技
术工作 20 年以上申报副高级职称、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 30 年以上申报正
高级职称的人员，实行“评聘分开”政
策，即无空岗情况下也可以申报评审
职称，待有岗位时再聘任并兑资。“从
初级到中级，申报评职称或聘岗都不
存在障碍，增设特设岗位，可以有效
地缓解一些矛盾，让一部分教师可以
先行聘上高级岗。 ”卢俊波说。

对教师招聘启动晚、 程序复杂、
周期长等问题，该《意见》创新教师招
聘机制， 建立以教育部门为主导，机
构编制、人社部门共同协作的教师招
聘工作机制。 原则上每年 10 月启动
招聘， 次年 1 月完成主体招聘工作，

实行市、县（区）联动，对“名校优生”
和紧缺急需教师简化招聘流程，采取
直接面试、考察等方式招录。

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也是此次
《意见》着力推动的项目。《意见》鼓励
各地各校积极引进市外名教师、名校
长，支持柔性引进。 大力实施名教师、
名校长培养工程，提高本土高层次人
才的政府岗位津贴，对省人民教育家
培养工程培养对象每年给予 3 万元
政府岗位津贴，省特级教师、省教学
名师、 中小学正高级教师每年给予
2.4 万元政府岗位津贴， 市级名教师
（含市特级教师、职教名师）、名校长
每年给予 1.8 万元政府岗位津贴。

“教育家培养对象津贴由原来的
每年 2.4 万元调整为每年 3 万元，对
调动名优教师的积极性起到了非常
大的推动作用， 我们都深受鼓舞，深
切感受到了党委政府的关心和重
视。 ”江苏省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培
养对象、江苏省宿迁中学教科室主任
赵加营说。

为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
《意见》指出，要定期开展各类表扬
奖励和先进典型宣传活动， 按照高
于省乡镇工作人员补贴 20%的标准
发放村小、教学点教师补贴，使乡村
学校教师实际工资收入水平高于同
职级城镇教师工资收入水平； 中小
学班主任津贴标准提高至每月小学
500 元、初中 600 元、高中（含中职、
技工院校）700 元， 寄宿制学校分别
再提高 100 元，津贴标准提高部分纳
入同级财政预算保障；省特级教师、
市拔尖人才等高层次人才政府岗位
津贴逐步提高， 并纳入同级财政预
算保障。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此
次《意见》的出台，解决了多年想解决
而未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基层
老师、校长关心的重要问题。 破解了
这些难题，将有助于调动广大教师的
工作积极性， 有利于教育质量的提
升，有利于书写宿迁教育现代化的崭
新篇章。 ”汤成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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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之年，他仍行进在扶贫助学路上
■本报见习记者 万娟

宿迁：抓好教育发展的“关键资源”

———记无锡市堰桥高级中学退休教师俞斌

一纸资助协议
定下终身助学情

“这些年我不是
一个人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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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三代
口中的“爷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