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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两个宝，双手和大脑，双手会
做工，大脑会思考，用手又用脑，才能有
创造。”这首脍炙人口的儿歌在宝应县
教育局副局长陆钰看来，简单却富有哲
理，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劳动教育意义，

“实践证明，人的许多优秀品质和技能
是在劳动中形成的”。

7月 7日，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
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对劳动教育
是什么、教什么、怎么教作出详细指导。
记者深入宝应采访后发现，该县围绕

“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坚持家庭、学校、
社会三方联动，让劳动教育“活”起来，
实现劳动教育多面开花，交出一份宝应
新劳动教育“答卷”。

三方联动，
共绘劳动教育“同心圆”

“劳动教育的实施途径是多样化、
多维度的”，陆钰认为，“校内外的每一
个人、每一个细节，都会对教育产生影
响，所以我们紧紧抓住‘劳动创造美好
生活’这根主线，将劳动教育从学校延
伸至家庭和社会。”其中，学校发挥主导
作用，在做好规划的基础上，让学生认
识劳动教育的意义；家庭发挥基础作
用，树立崇尚劳动的良好家风；社会发
挥支持作用，利用各类资源为劳动教育
提供必要保障。

“孩子做了一桌子菜，又忙前忙后
地递送碗筷，瞬间感觉孩子长大了。”疫
情期间，对于宝应县小官庄镇中心初中
学生父母们来说，孩子们忙碌的身影他
们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校长任健告
诉记者，该校开展“我给父母做一顿饭”
活动，学生们摘菜、洗菜、烧饭、清扫，经
历家务劳动的全过程，简单的劳动让孩
子们学会了关心、懂得了感恩，感受到
父母的辛劳。

家务劳动是宝应县将劳动教育延
伸至校外的一个缩影。宝应县教育局
初教科科长沈怀军介绍说，在开展劳动
教育过程中，全县各中小学努力追求学
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效果。如
定期布置孩子们完成拖地、摘菜、叠衣
服、整理房间等家务劳动，让他们在做
家务中学会整理自己的生活。各校还
组织中高年级学生积极参加敬老院送
温暖、清洁社区、文明城市创建等社会
实践活动，让他们体会劳动对社会的贡
献，形成“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
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价值观念。

综合育人，
实践基地“遍地开花”

穿上雨靴，肩背鱼篓，三五个小朋
友跳入水中开始捉鱼。在宝应县曹甸
镇中心幼儿园户外游戏区，记者看到了

这样一幕。十多分钟的时间，小朋友们
的鱼篓里已收获满满，在老师的讲解
下，小朋友们对鱼的种类也有了一定认
知。该园负责劳动教育的教师刘爽介
绍说，曹甸幼儿园以课程游戏化为突破
口，把劳动教育转化为儿童喜欢的游戏
活动，这些充满未知、需要探索的劳动
活动成了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

4年前，宝应县望直港镇中心小学
打造“荷香百草园”劳动实践基地，每个
年级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校长
沈宗剑告诉记者，学生们在百草园里种
花、种菜，认识农作物、记录农作物生
长。学校还开展劳动实践和科技创新
制作活动，为学生创建劳动实践岗位，
开展体验教育。多年来，该校在扬州市
小学生核心素养展示活动中都获得
好评。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无论是乡村
学校还是城区学校，宝应县几乎每所
学校都建立了劳动实践基地。该县教
育局中教科科长姜玲说，为积极响应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
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他们制
订《宝应县中小学校关于做好劳动教
育的实施方案》，要求各校因地制宜开
辟劳动实践园，给学生提供劳动实践
场所。如今，不少学校的果园、农场让
学生们在掌握一定劳动技能的同时，

体验到劳动带来的喜悦。

注重评价，
促进劳动教育“落地生根”

宝应县实验初中结合实际开设了
乱针刺绣、烹饪、园（陶）艺、面点制作、
运河水质保护等劳动课程，着重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让学生学会分工与合
作，树立集体意识。校长沈寿鸿认为，
劳动教育不仅要有校本课程，还要构建
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因此，该校每年
都会表彰一批在劳动实践中表现优异
的学生，授予其“实中小面包师”“实中
好绣姑”“实中劳动小能手”等荣誉称
号，让孩子们参与劳动教育的积极性更
加高涨。

记者了解到，为了引领各校培养学
生的劳动技能，宝应县教育局将学校开
展劳动实践教育、加强劳动基地建设等
内容纳入学校综合考评内容，同时将小
学生穿衣、整理书包、打扫卫生等劳动
习惯养成教育项目纳入小学生核心素
养展示评比内容，促进学生劳动自理能
力的培养。

此外，该县教育局对在劳动技能竞
赛、科技发明创新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学
校、学生进行表彰奖励，促进各校不断
优化劳动教育方式，推进劳动创新、劳
动成才氛围的形成。

让劳动教育“活”起来
■见习记者 王小亮 通讯员 陈燕生 黄秀祥

——宝应县中小学开展劳动教育侧记

南京财大建设全国首个省级
粮食物资类研发创新平台

本报讯（通讯员 王慧）日前，
南京财经大学与江苏粮油商品交易
市场、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油质
量监测所签约共建全国首个省级粮
食物资类研发创新平台——“苏粮
硅谷”。

据悉，“苏粮硅谷”科研创新平台
定位于推进江苏粮食产业高质量发
展，突出产业现代化、管理信息化、装
备智能化、物流标准化、检测精准化，
合作各方将联合开展相关科技研发
和成果转化。

“苏粮硅谷”由共建方选派技术专
家对拟入驻科技研发企业进行摸底调
研，围绕科技创新工作重点商讨引进
项目及合作事宜，逐步引进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和涉粮高科技企业。目前，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省粮食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
公司等国企已经加盟。

“苏粮硅谷”还设立了建设管理
委员会，实现长效管理。建设管理
委员会由江苏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江苏粮油商品交易市场、南京财
经大学三家单位派员组成，具体负责
整体项目推进的组织、协调、服务等
日常工作。南京财大牵头负责与各
进驻单位组织联系，共同申报国家和
省级科研项目，指导企业开展科技孵
化，紧贴基层科技需求实施成果转
化应用，并由此形成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成果。

江苏科技大学教授
获中国专利奖银奖

本报讯（通讯员 吴洁 吴娟）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第二十一
届中国专利奖授奖决定，江苏科技大
学副校长王加友教授发明的专利获
中国专利奖银奖。

该专利为“窄间隙焊缝偏差的红
外视觉传感检测方法及装置”，属于
基础型专利，有效解决了现有技术存
在的焊缝偏差传感检测精度低、工程
实用性不强等问题。

该专利已许可江苏金陵船舶有
限责任公司、中建钢构江苏有限公司
等企业实施，应用于船舶、海洋工程、
桥梁钢结构、建筑钢结构、大型机床
等制造领域。据介绍，该技术将提高
焊接自动化程度，降低生产成本和劳
动强度，提高焊接生产效率和产品
质量。

“大中小学同备一堂思政课”
教学交流会在中国矿大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苗青 王晶晶

曹世娇）日前，中国矿业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主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大
中小学同备一堂思政课”教学观摩交
流会。同济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徐州市第一中学、徐州市青年路
小学以及第一实验幼儿园等校的思
政课教师和思政工作负责人百余人，
通过网络视频或现场参会的方式参
加交流。

据悉，本次交流会旨在进一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探索不同阶段思政课“循序渐
进、协同发力、逐步深化”的具体
路径。

徐州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刘艳
为参加教学展示的教师颁发荣誉证
书。她表示，希望通过本次论坛进一
步推动和促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掀起相应领域新的研究和建
设热潮。

盐城幼专向“国字号”
博物馆捐赠盐画作品

本报讯（通讯员 戴永湖）盐城
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近日发挥
学生专业特长，分别向中国海盐博
物 馆 和 新 四 军 纪 念 馆 捐 赠 盐 画
作品。

盐画因其特殊的化学性质，其作
品防腐、防潮，不易变形和褪色。据
了解，本次捐赠的盐画作品由盐城幼
专未盐工作室开发创作。未盐工作
室的师生们通过晾晒、构图、粘贴等
流程，赋予不同大小、不同粗细的盐
颗粒以艺术美感，绘制出精美的盐画
作品。捐赠作品以“瑞鹤”为主形象，
将盐城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开
放包容、不屈不挠的精神凝练成

“盐魄”。
新四军纪念馆馆长马松表示，盐

城幼专学子通过盐画这种独具地方
特色的艺术形式来展现历史文化，用
实际行动传承了盐阜精神。

新闻点击

（上接第 1版）鼓励孩子探寻梅花作为
市花的历史渊源，并在春学期开学典
礼上汇报探究结果。三四月份油菜
花开，美术老师带着孩子们赏花踏
青，来一场“妙笔生花喜迎春”。夏天
到来，老师带着孩子们去南京市龙潭
地区的水一方生态旅游区，摄影组、
绘画组、儿童诗组、环保组的孩子们
各显身手，不仅将一朵朵姿态万千的
荷花写成诗、作成画，还认真仔细地
清理荷塘垃圾，让环境变得更美好。

“花之声”合唱团是学校最早成
立的一个社团，在马群地区已“声名
远播”。社团有正式成员 70多人，每
周至少开展 2次合唱训练，逢年过节
常参与市、区和街道举办的各类表
演。2017年 4月，该合唱团曾代表南
京市小学生参加由南京市委外宣办
等部门举办的“南京·米兰双城同唱
《茉莉花》”活动，孩子们清亮的歌声
和 落 落 大 方 的 表 现 感 染 了 现 场
听众。

六年级学生徐子越来自山东临
沂，是合唱团“台柱子”之一。小姑娘
平日里话不多，登台之后却感染力十
足。她的妈妈告诉记者，合唱团的经
历让孩子更自信了，“以前一上场就
紧张，现在多大场面也不忙不慌”。

为孩子铺就温暖的人生底色

崔安琪来自安徽，是花港一小六
（1）班的学生，活泼大方的她“身兼数
职”，既是班里的学生干部，也是合唱

团、竹笛社团的骨干成员。她告诉记
者，“我喜欢我的学校，它让我觉得生
活特别有意思。”

刚入学那会儿，崔安琪还是个见
人就躲、说话都不敢抬头的胆小孩
子。她的父母将改变归功于花港一
小老师们的谆谆教导和悉心关爱，因
为“学校不仅教孩子学知识，还特别
关注孩子心理的变化”。

“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初来南
京，父母忙于生计，无暇照料他们，又
缺少和他人的互动，长此以往不利于
健康成长。”郭红霞说，“因此，以丰富
的活动为载体，让这些孩子在老师全
方位的关爱下拥有七彩人生，就成为
我们的办学目标之一。”

该校学生家长中有很多是普通工
人和个体经营者，让孩子们正确看待
父母的工作，帮助他们树立“劳动最光
荣”的观念，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一
环。班主任常常利用节假日带孩子们
走进父母的工作场所，让他们增长见
识，体会父母的辛劳。“家长给我们最
多的反馈就是，孩子更听话了，无理取
闹少了。”学校德育主任徐昕说。

每个月初，身为学校大队辅导员
的周弦总是会考虑一个问题——带孩
子去哪儿玩？这是学校“乐游南京”项
目的主要内容，目的是让孩子们熟悉
南京，增加归属感。上学期的一次活
动中，黄媛媛带着孩子们乘坐地铁去
了市中心，在麦当劳里舒舒服服地吃
饱后到电影院看了电影。还有一次，

她带着孩子们秋游紫金山，又去中山
植物园观察植物。活动结束后，孩子
们把一天的所见所感写进日记，告诉
了爸爸妈妈，黄媛媛也将孩子们喜笑
颜开的面容印在心里。“有些孩子没有
坐过地铁，也没有进过电影院。虽然
活动很简单，但我们希望以这种方式
让他们熟悉南京的大街小巷，培养他
们对这片土地的感情。”

每月的“校园节日”成为促进孩
子们健康成长的“沃土”。孩子们最
喜欢 5月“体育节”，平时忙碌的爸爸
妈妈会抽空来到学校，与孩子们一起
参加趣味运动会；9月的“读书节”，学
校模仿中央电视台的“诗词大会”，鼓
励大家以诗会友，小诗人们的出色表
现常常让语文老师惊喜不已；11月的

“科技节”，南师大的哥哥姐姐带来
“科技大篷车”，与孩子们一起做各种
有趣的实验。此外，还有数学节、合
唱节、英语节、艺术节……缤纷多彩
的节日活动赋予孩子们丰富的展示
自我的舞台，让他们对生活充满了热
爱与向往。

“七月如火，我们带着众人的期
望离开美丽的校园；九月灿烂，我们
又将与亲爱的朋友走进新的征程。”
舞台上，毕业典礼的小主持人声情并
茂，舞台下，郭红霞和老师们眼泛泪
花：“孩子们今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希望用 6年的时间，为他们铺就
温暖的人生底色，让他们今后的人生
路更顺遂、更圆满。”

（上接第1版）

用实际行动弘扬志愿精神，书写青春与
梦想的远不止徐振霞一个。作为一名应届
本科毕业生，来自江苏海洋大学的程耀超在
面临就业抉择时，放弃了去苏南企业的工作
机会，毅然选择“苏北计划”基层服务项目，
坚定地投身到全面决胜脱贫攻坚战的行列
中，立志同基层群众一起努力奋斗。

大学 4年，程耀超学习认真刻苦，多次
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校奖学金；担任学生
干部时兢兢业业，带领学生调研团荣获

“2018年江苏省大中专志愿者暑期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
称号，他个人也获得江苏省暑期社会实践
先进个人、2018年度“江苏省优秀共青团
员”等称号。

“基层是青年人就业和施展才华的广阔
天地。江苏是我热爱的故乡，经过大学的磨
练，我更加坚定要把热血洒向我深爱的苏北
土地。基层工作虽然平凡，却是我成长过程
中最好的‘助推剂’。”程耀超说。

艰辛而美好的创业路

与许多“90后”一样，江苏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市场营销专业应届毕业生王佳鑫有梦
想、有冲劲，但和一些“90后”不一样，他的梦
想不在灯火辉煌的繁华都市，而在沃土千里
的田野乡村。当不少毕业生还在求职路上
拼搏时，王佳鑫已在自己创办的江苏农惠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大展拳脚。

2017年 9月，王佳鑫成为江苏经贸职业
技术学院的一名大学生，加入学校的“双创”
精英班。通过专业学习和创业导师指导，他
燃起了创业梦。在创业导师帮助下，王佳鑫
开启了创业之路——成立公司，建立农产品
电商平台。

利用互联网，王佳鑫将家乡的红薯、土
豆、莲藕等农产品在平台上试销，可红薯却
无人问津。后来，他组建创业团队，请教学
校食品专业教师，将红薯研制成鸡饲料。这
一研发，帮助家乡解决了几十吨红薯滞销的
难题，该饲料的成功研制也获得了国家发明
专利。

如今，王佳鑫的公司实现了综合化、多
元化发展。“在三农领域开拓创新很是艰辛，
但我愿意在农村的土地上深耕细作，用勤劳
的双手创造不一样的人生。”王佳鑫说。

同样迎来事业上升期的还有盐城工学
院应届毕业生陈雪文、周家祥、郭志恒，他们
联合创办成立了盐城柠檬创课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他们 3人是同一间宿舍的室友，今
年 6月，3人如期完成学业，和隔壁宿舍的梁
琦浩一起为新创办的公司打拼。

周家祥告诉记者，是学科竞赛催生了他
们创业的想法。大学期间，4人积极参加各
项学科竞赛。从 2016年至 2018年，他们先
后获得“TI杯”江苏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一等奖、第三届“锐聘之星”程序设计大赛一
等奖、盐城市大学生创业创意项目大赛二等
奖等30多个奖项，并多次获得创业奖金。

临近毕业时，陈雪文还收到两个好消息。
一个是，他们公司可以落地盐城市城南高新
区新龙广场盐城创新中心，且第一年免租金；
另一个是，学校批准了他的延期申请，可以继
续使用大学生创业园铺面。“这其中离不开学
校的大力支持和创业导师的精心指导，我们
对创业的未来充满信心。”陈雪文说。

““最难就业季最难就业季””
里的优质就业故事里的优质就业故事

倾听倾听““七色花七色花””开的声音开的声音

近年来，镇江市丹徒区谨遵习近平总书记“对残疾人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的嘱托，从布局规划、办学条

件、师资配备、经费投入等方面入手，分层破解特殊教育发展中遇到的难题。目前，全区已有 97名特殊儿童实现

随班就读，并有教师上门送教，接受公平优质的特殊教育。图为丹徒区教育局邀请的镇江市特殊教育中心专家为

特殊儿童做诊断评估。 凌光明 林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