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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在 江 苏 教 育 最 前 沿

本报讯（记者 缪志聪）1月 7
日，在省教育厅办公室（新闻宣传办
公室）指导下，由江苏教育报刊总社
（江苏省教育厅教育宣传中心）牵头
组织实施的“2020江苏教育十大新
闻”评选结果揭晓，“有序开展线上教
学和复课工作，坚决打赢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战役”“义务教育学校‘公民同
招’工作平稳有序”等 10件新闻入
选，集中体现了江苏教育系统一年来
积极科学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冲击和挑战，全面深化改革、全力提
高教育质量的有力作为。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教育，坚
持教育优先发展。2020年 7月 15
日，省委书记娄勤俭就教育工作进
行专题调研，他强调一定要思想再
解放，改革再加力，以真挚的人民情
怀，把教育这一最大民生实事办得
更有质量、更有成效，推动江苏教育
事业迈上一个新台阶。

202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共战疫情，教育担当。1月，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我省及时按程序启
动教育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
级响应，全省大中小学积极开展线
上教学，确保延期开学期间“停课
不停学、停课不停教”。自 3月 30
日起，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分批次错
峰开学，是东部地区开学最早的省
（市）。同样受疫情影响，2020年普
通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在疫情防
控和暴雨袭击双重考验下，我省各
地考试组织平稳有序，顺利实现目
标任务。

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12月 4日，
全省农村义务教育保障水平提升工
作现场会在射阳县召开，全面梳理
了义务教育资源供给、两类学校建
设、大班额消除、精准助学、控辍保
学等收官交账任务。截至 12月底，
我省薄弱校改造工程已开工面积达
规划总面积的 100%，农村乡村小规
模学校和乡村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
全面提升，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
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规划任
务超额完成。

2020年，江苏教育大事、要事
多，重大方针、政策多，首开先河也
多。9月 23日，全省研究生教育会

议召开，明确加快推动我省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
走在全国前列；9月 28日，教育部与江苏省在南京
召开部省共建启动大会，发布《关于整体推进苏锡
常都市圈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样板
的实施意见》，这是全国首个以城市群为单位的职
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

教育是攸关国家发展、民族兴衰的百年大计，
也是寄托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期盼的民生工程。
在“2020江苏教育十大新闻”中，教育民生处处体
现。如：2020年，江苏全面实行“公民同招”，全省
6171所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和 592所民办学校实现
了公民同招、免试入学，“择校热”得到明显缓解；省
政府召开全省加强普通高中资源建设会议，近两
年将新建、改扩建普通高中列入省政府为民办实
事项目，努力做大普通高中教育优质资源“蛋糕”。

自 2013年起，江苏教育报刊总社每年组织实
施江苏教育年度十大新闻评选。评选活动得到全
省各级教育部门、广大学校的普遍支持，成为江苏
教育宣传的一个重要品牌。如今，江苏教育年度
十大新闻评选已成为全国主流媒体观察、了解江
苏教育的一个窗口，彰显出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

（“2020江苏教育十大新闻”详见本期第2版）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吴恒广）为进一步缓解市
区学校上下学期间交通
拥堵，近日，盐城市教育
局等 7部门联合制订《关
于加强市区学校周边交
通安全秩序管理的实施
意见》。

实施意见要求，各地
要具体分析区域内学校
周边交通状况，结合学校
地域分布、周边道路建设
情况、重点路段车辆行驶
峰值等因素，确定相邻学
校之间错时错峰上下学
的具体时间。各学校（特
别是小学和幼儿园）要根
据规模大小、校门设置、
学生年龄等实际情况，合
理制订分年级、分班级错
时上下学方案。

实施意见指出，要对

照标准规范，按照应设必
设原则，在学校门前划设
学生步行“绿地毯”、接送
学生行人等待、非机动车
停放等功能区域，建设禁
止长时间停放标志、黄色
网格标线、“即停即走”地
面标识，确保学校门前交
通秩序井然。

实施意见提出，完善
公交服务保障体系，着力
提高公交服务水平，把学
生上下学乘车需求与城
市公交建设相结合，全面
优化调整公交线路走向、
停靠站点、班次时刻和运
力安排。接送学生上下
学时，公交车辆途经学生
较集中站点的时间应相
对固定，加密班次、加大
运力投入，避免学生在候
车点长时间等待。

盐城多部门联合制订学校周边
交通安全秩序管理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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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扬州大学和扬州市公安局文汇派出

所共同打造的防范通讯网络诈骗VR体验馆在扬

大荷花池校区落成并对外开放。该馆的建成是按

照省公安厅关于建设“平安前哨”工程要求开展的

一次落地尝试，也是进一步普及防诈骗宣传推出

的“定制服务”。 王贵洲 方尧 摄

“佳木茏葱，奇花熌灼，一带清流，
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
曹雪芹描绘的“世外桃源”，近日在
其故里南京被一群大学生亲手再
现。在南京林业大学主办的花园设
计与营建竞赛现场，该校学子巧思
匠心打造了 15个精致的“红楼”庭
院，为玄武湖公园平添了几分书香
底色。

“我们致力于培养美丽中国的
建设者，首要的是培养他们发现美、
创造美和奉献美的能力。”南京林业
大学校长王浩告诉记者，当前，南林
大正加紧落实教育部《关于切实加
强新时代高等学校美育工作的意
见》，打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
可学的“大美育模式”，让美育精神
浸润校园每一个角落。

美育课程“全覆盖”

如果不是那次“邂逅”选修《戏剧

体验与心性养成》通识课，性格腼腆
的张修源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竟然
很有表演天分。

张修源是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
毕业生，大一时通过一门公共选修课
的学习，开启了“戏剧之旅”，后来还
加入学校水杉剧社，并在多部校园原
创剧作中担纲主演。2020年，张修源
跨专业考入中国传媒大学继续深造。

“美学和科学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张
修源说，观戏、赏戏、演戏现已成为他
课余时光的首选。

像张修源这样的学生，在南京
林业大学不是个例。在该校最新版
的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人文素
养”“科学精神”“社会认知”“绿色文
明”四个板块的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名列其中。在“人文素养”大类下，
专门设置“艺术审美”课程单元。学
校通过打造一支具有现代教育理
念、教学经验丰富、实践能力强的高

水平“双师型”美育师资队伍，开齐
开足开好音乐、美术、影视、书法等
通识类美育课程；引入区域优秀文
化资源，建设一批具有江南文化特
色的非物质文化传承创新为主题的
特色精品课程。同时，突出行业文
化特色，开设《城市公共空间创意》
《中外名园赏析》《中国陶瓷史》等生
态美学类通识课程，用美育的力量
涵养新时代的大学生。

此外，学校紧扣学科渗透，将通
识与专业相结合，将美育渗透在各个
学科之中，贯穿在教育教学全程。吴
侬软语、浅吟低唱，一曲家国情怀传
唱千年；一面白幕、一束黄光，几只皮
影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中轻舞飞扬
……这是风景园林学院以“非遗”为
主题开展的教学周。学院邀请非遗
传人、名家大咖登台开讲，鼓励学生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运用到
园林设计和建造中。

“将爬山虎藤绕一个圆圈，整理
好的圆柏枝顺时针均匀插在圆环上，
再加点火红的南天竹果、金黄色的蜡
菊点缀其中，一个‘胜利花环’就制作
完成了。”战“疫”期间，南林大艺术设
计学院以“宅家花艺”为主题开展线
上Vlog教学，向师生及社会公众普及
花卉、园林植物应用、环境设计等美
学知识，用美的力量点亮“宅家”
生活。

美育实践“接地气”

日前，南林大家居与工业设计学院
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作品拍卖会”，
邀请众多知名企业代表前来“竞价”。

“虽然这只是同学们的课程作业，也不
可能马上投入生产，但我们更为看重作
品呈现的创造性思维。”亚振家具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南京林业大
学产业教授高伟说。在每年毕业设计
展中，

近年来，南林大着力打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大美育模式”——

用美植“树”育“人”

“抱团组队”解好人民“关切题”

■通讯员 方彦蘅

■见习记者 阿妮尔 通讯员 陆全贵

近年来，泰州市全力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集团化办学，填谷造峰，携手共进——

“几年间，我校新城校区四星级
高中录取率由约 20%上升到近 40%，
招生人数也由 600多人发展到 1500
多人，学区的人民群众对学校越来越
信任。”泰兴市黄桥初中教育集团总
校长陆海军告诉记者，实施集团化办
学以来，原本相对薄弱的新城校区教
学质量一路攀升，赢得良好口碑。

从 2015年起，泰州各市（区）逐步
推行“一市一特色”集团化办学模式，截
至目前，全市共组建73个教育集团，基
本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覆盖”。
2020年 7月，泰州市政府印发《关于进
一步深化推进全市集团化办学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市教育局据此制订
《泰州城区义务教育学校集团办学一体
化实施方案》。“集团化办学是破解不断
增长的教育需求和优质教育供给不足
矛盾的有效路径，”泰州市委教育工委
书记、市教育局局长万永良说，“抱团”
创优、整体提升，较快推动了区域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筑牢基石，优质资源统筹共享

自 2019年起，靖江市将“协同共
享”作为办学原则并以制度规范，在
全市所有教育集团施行。

“凭分校之力，难以独立承担省
英语学科发展示范中心建设工作，集
团为此成立专项领导小组，集两校之
力保障项目开展。”靖江实验学校教

育集团英语特级教师郑云说，2019年
8月，她在天水分校主持的“基于阅读
素养提升的初中英语课程建设”入选
省基础教育内涵建设项目，集团整合
资源组建英语课程建设名师成长共
同体，联动开展教学专题研讨、教师
培训、英语节等活动。

《意见》印发以来，泰州各市（区）
根据区域实际研制实施方案，将之作
为推动名校与弱校、名校与新校、名
校与乡镇校共同发展的有力抓手。

“我们建立了‘五个一体化’运行机
制，即管理机制一体化、师资队伍一
体化、教育管理一体化、基础条件一
体化、评价考核一体化。”泰兴市教育
局副局长董泽华介绍说，该市义务教
育阶段 9个教育集团（联盟）形成“高
位均衡”意识，以“捆绑评价”机制确
保集团各校携手共进。

深度融合，教师与集团共成长

新校、弱校欠缺的往往不是硬件
设施，而是优质师资。“真正实现优质
师资在集团内流动共享，要建立集团
内干部教师统一培养、培训、评价和
考核等机制。”在 2020年 11月泰州市
集团化办学工作推进会上，万永良向
全市各集团校提出明确要求。

“没有集团化办学的‘东风’，我
不会来到新城校区，也不会有现在的
成绩。”作为泰州唯一入选 2020年全

国乡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
的教师，黄桥小学教育集团教导处副
主任谢留莉认为自己很幸运。在黄
桥小学教育集团逐渐成型后，谢留莉
来到新城校区主持教导工作，同时担
任英语教研组组长。引领集团校和
总校共同发展的责任，激发出她的热
情，也让她有了更强烈的获得感。

“大交流，小矛盾”，泰兴市襟江
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黄敬统这样形
容集团成立之初，总校区与加盟的
济川校区（原济川小学）教师双向交
流的经历。当时，两个校区各派出
近 50名教师，涵盖每个年级和学科。

“刚开始，我也担心影响总校区的教
学质量。”黄敬统说，但教师们取长
补短、携手并进的精神风貌，让他消
除了顾虑。结果表明，大型的双向
交流成果颇丰，两个校区的学业测
评成绩都有进步，襟江小学的“招
牌”也擦得更亮了。

泰州各市（区）将交流轮岗工作经
历作为教师职称评定、职级晋升的重
要参考因素。海陵区规定，核心校每
年定期向成员校派出至少 3名以上中
层干部或骨干教师，成员校等额输出
教师到核心校跟岗学习1—2年。靖江
市提出，到2022年，教师交流人数要达
到符合交流条件教师的 26%以上，骨
干教师人数达到符合条件教师的 38%
以上。医药高新区探索集团骨干教师

“走教制”服务，逐步解决集团内成员
校学科教师资源缺乏问题。

文化引领，从“各美”到“大美”

让原本独立的学校既保持原有

特色，又对集团有强烈的“共同体意
识”，是推进集团化办学高质量发展
的一个重点。为此，《意见》对文化生
成融合的“内涵发展”和尊重集团各
校文化传统和办学风格的“特色发
展”同样重视。

“我们早就想引入书法文化教
育，和城中小学建成联盟型教育集
团，实现了这个愿望。”靖江市靖城中
学校长张红球告诉记者，组建集团以
来，城中小学将开展了 30余年的书法
特色教育引入集团各校，而靖城中学
传承已久的书院文化在集团各校的
融合中更为蓬勃地发展起来。城中
小学校长丁习龙说，书法文化让联盟
型教育集团有了更强的凝聚力，校际
互动也让书法特色教育焕发出新
生机。

“以江为襟，以水为师”是泰兴市
襟江小学教育集团济川校区的校训。

“襟江文化在集团主题活动、师生互
访、专题讲座中融入我们的心中，和
济川文化融为一体、同生共长。”济川
校区校长伏红波说，在各校保持原有
文化“各美其美”的同时，总校“美美
与共”的文化建设使得集团凝聚力越
来越强。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让优质教
育资源惠及更多学生，是我们推进
集团化办学的愿景和使命。”万永良
说，根据《意见》，到 2022 年，泰州全
市集团化办学教育资源布局将更加
合理，参与集团化办学的中小学将
达到 60%，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及新
建义务教育学校参与集团化办学的
将达到 100%。

（下转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