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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走进南京市拉萨路小学，必得经过
一段狭长的百步坡。在校长严瑾眼中，这段
百步坡正是拉小“向上”精神的象征。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在多年来带领全校师生“天
天向上”的旅途中，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始终伴随严瑾左右，不曾褪色。

“曾经的拉小是一所很普通的学校，是
智慧教育让它有了新的跨越。”严瑾说，2002
年，老校长周荣华开始探索注重内涵发展的

“智慧教育”模式，当时的她作为青年教师见
证了拉小的“崛起”。当带领拉小继续前进
的“接力棒”握在手中，严瑾决意将学校多年
探索的智慧教育传统传承下去，为它注入新
生机。

在严瑾的带领和全校教师反复思考、
打磨中，以“向上”为核心的精神力逐渐成
为引领拉小前进的一面旗帜，以“慧学慧
玩慧生活”为价值导向的“智慧园”课程体
系逐渐构建起来，包括国家课程、地方课
程和校本课程在内的全部课程都被纳入
其中。传递健康理念的《晓啦慧运动》，指
导学生规划在校生活的《有个快乐的地方
叫拉小》……在智慧教育理念引领下，不同
学科的课程目标被打通，学习内容也得到
拓展。同时，严瑾相信评价的力量，用“百
步之子进步星”“百步之子特色星”等个性
化评价方法逐渐代替“三好生”“表扬生”等
传统评价体系，着力让每个学生收获属于
自己的精彩童年。

“学习学科知识之余，孩子们也学会了
生活技能，获得了天性释放。”严瑾说。

“以孩子为中心，教师、家长都要学习、向
上、成长。”在严瑾看来，作为学生学习的参与
者，教师、家长和其他社会资源都应不断学
习，协同成长。由此，“大家一起学”的理念在

拉小逐渐成型。为家长设立“家长成长学
院”，为教师设置“与伙伴携手，与风格同行”
的发展生态，在严瑾的带领下，每个参与学习
的主体都能在学生成长的同时收获自己的
成长。

“我不仅希望拉小越来越好，还希望群
众家门口都能有优质校。”当拉小的教育理
念逐渐形成广受赞誉的品牌，严瑾的教育情
怀也在向更远处拓展。在集团化办学过程
中，“大家一起学”“和而不同”成为拉小教育
集团各校发展的关键词。“各个学校有自己
的鲜明特色，但要拥有血脉相连的文化内
核。”严瑾认为，集团化办学不应追求“千篇
一律”，而要让拉小“向上”的精神和注重内
涵发展的理念在办学过程中润物无声地释
放力量。

西藏、新疆、贵州、内蒙古……严瑾推广
教学经验成果的脚步不仅在集团校内，也在
祖国各地。在成为全国首届校长领航工程
成员后，严瑾组建了“百步”教师志愿队到祖
国最偏远的地区“送教上门”。“那时，山区孩
子第一次体验我们的授课方式、触摸我们的
教具，他们渴求知识的眼神让我觉得所做的
一切都是值得的。”回忆起在贵州的送教经
历，严瑾认为，在育人之路上不断“向上”永
远是她的责任和使命。

当优质的生源和师资外流，农村高中
该怎么办？

作为一所农村高中——如皋市白蒲
高级中学的校长，缪德军曾反复思考这
个问题。最严重的时候，白蒲高中每年
流失 10名以上骨干教师，在一所城区学
校里，有 5个备课组长来自白蒲高中。“硬
实力”跟不上城区学校，“软实力”还逐年
下降，缪德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任
了白蒲高中的校长。

怎样带领农村高中突围？缪德军开
始推行课堂教学改革，构建“本真课
堂”，把课堂变成演绎智慧共进的舞台，

“课堂是最接近学生生长的地方，利用
好课堂，才能尽可能找到适合学生发展
的方向。”

缪德军对教师提出了不同以往的要
求：把握学情，了解学生现有能力可以
解决哪些问题，还存在哪些困难；理解
学科，从学科知识、做题方法的内在发
生、生成、发展的逻辑思维角度加以解
构；要研究教学，对教学内容在整体上
进行有序编排，优化结构，然后通过合
适的课堂组织形式加以呈现，让学生更
易接受。

为提高教学质量，缪德军带领教师每
学期开展跨学科、跨年级的“大集体备
课”。每年寒暑假，学校组织全体教师培
训、研修，引导教师静心反思、集思广益，
使研究共同体的力量“整体性涌现”，教师
群体抱团快速发展。

在一步步探索中，白蒲高中逐渐形
成了校本的活动课堂教学范式：每节课
一个“活动单”，每个“活动单”一般由 2
至 4个学习活动构成。“活动单”强调学
生的自我学习，每个学习活动一般包含
4个环节：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展示交
流、点评提升。

“越自信，越强大；越强大，越爱学；越
爱学，越会学，逐渐形成良性循环，就能迸
发出极大的潜能。”如缪德军所愿，学校的
课堂真正成了演绎智慧共进的舞台，学生
学习力迅速提升，考试成绩也自然而然地
跟着上升了。

提升的不仅仅是成绩。在一次次活
动课堂的带动下，学生变得更有主见
了，表达能力更强，思考问题更深入；教
师也从中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职业成就
感和幸福感。师生相处愈加和谐，学校
整体教学面貌焕然一新，这正是缪德军
秉持的“师生偕行共进，幸福成长”教育
理念的动人之处。

“独行快，众行远”，缪德军说，当学
校里的各种人的因素成为一种“合众”力
量时，当家庭、学校、社会形成强大合力
时，每一个人都将获得无限的动力和温
暖，进而促进学校教育教学工作蓬勃
发展。

如今，这所普通的乡镇中学，交出的
答卷再也不普通，孩子们的出色表现，赢
得了社会的好口碑。不过，在缪德军看
来，师生偕行共进，为孩子开启自信人生，
提供更好发展可能，才是农村教育最大的
价值。

“他用质朴的情感和执着的追求，办
出了让一方百姓有获得感、幸福感的高
中教育，引领普通高中教育高质量发
展，有力推动了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建
设。”采访中，如皋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这样说。

29年，40余本工作笔记，近百万字……
这是记者采访无锡市查桥实验小学德育处
主任诸月芳时看到的一幕。厚厚的笔记本
垒起了一摞又一摞，有些因年代久远而泛
黄。按照少先队讲座、活动案例、家庭教育、
品格提升等内容，诸月芳将其分门别类，码
得整整齐齐——这是她作为一名少先队辅
导员的实践结晶，“我常常对少先队员说，党
是阳光，你是花，那我就做一棵树，把自身打
造得更强。”

爱记笔记的诸月芳更爱学习。在诸月

芳的案头，整齐摆放着《少先队教育文集》
《少先队学》《辅导员》《少先队活动》等书籍，
空闲时间常常翻阅。有些书是从学校图书
馆借阅的，她觉得好，就索性自己花钱再买
一本，只为能随时查看，更加自如地做好批
注。熟悉诸月芳的人时常调侃她，别人“朋
友圈”晒景晒娃晒美食，你却总是推荐书籍，
诸月芳笑笑，“学习能让自己强大，增强工作
的底气。”

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各校
纷纷开展“停课不停学”活动，这对诸月芳
的德育工作也提出了挑战，“孩子们的思政
教育怎样做到‘停课不停学’？我们试着通
过听故事等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帮助其
了解一些卫生防疫知识，熟悉我们的抗疫
英雄。”

就这样，48岁的诸月芳带着 10位年轻
辅导员一起研究琢磨，白天一次次上线学
习，晚上躲在洗手间录制视频。1个月的时
间里，她的团队共制作了 11节高质量的“红
辅云队课”，有力地发挥了少先队活动在抗
击疫情中的教育作用，提高了当地学校辅导
员设计和开展少先队活动的能力。

从学校中队辅导员、大队辅导员，成长
为锡山区少先队活动教研中心组成员、无
锡市少先队活动教研员、无锡市少先队工
作学会副会长、无锡市少先队讲师团成员，
再到获评“全国优秀少先队辅导员”……自

从选择了少先队工作，诸月芳就真正扎根
下去，向着美丽的“少先队教育”之梦前
进。她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还将所思所
得与其他辅导员分享。指导年轻辅导员
开展少先队活动，她细抠每一个手势动
作、每一句语气轻重；指导辅导员的论文，
她对标题、标点符号都仔细斟酌；组建学
校“博雅德育室”，她以“专题培训+青年辅
导员提问题+骨干答疑指导”形式，为年轻
辅导员提供适宜的成长方式……在她的
带领下，一批批年轻辅导员成长为市、区
级辅导员骨干。

“有了诸老师的帮助，我在工作中时刻
感受到背后团队力量的支持，对自己越来越
有信心了。”查桥实验小学教师朱秋萍说，诸
月芳是年轻辅导员口中的“诸姐姐”，她用自
己的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帮助、感染年轻教
师。如今，朱秋萍不仅被评为无锡市中小学
教学新秀，还多次在各级各类辅导员比赛中
获奖，这让她更加坚定地走好少先队辅导员
这条路。

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诸月芳更感受到
一份沉甸甸的使命和责任，“站在少年儿童
的视角，我要运用他们喜欢的方式，听得懂
的语言，更好地传播党的主张，发挥少先队
实践育人的优势，培养少年儿童对党和人民
的朴素感情，引导少年儿童始终高举队旗跟
党走。”诸月芳说。

诸月芳：做助力少先队员成长的“一棵树”

■本报记者 万娟

诸月芳，无锡市查桥实验小学德育处主
任，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

严瑾：传承“向上”的智慧力量
■本报见习记者 阿妮尔

缪德军：

办一所“不普通”
的农村中学

■本报记者 王艳芳 通讯员 杨丁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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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瑾，南京市拉萨路小学校长，江苏
省优秀共产党员

缪德军，如皋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挂
职）、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党委书记、校长，江苏省
优秀共产党员

编者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江苏省委表彰一批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
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我省教育系统中，南京市拉萨路小学校长严瑾
等受到表彰。为激励全省党员师生守初心、担使命，本报本期 4—5 版特刊发他们的典型
事迹。

他曾定下“986”人生目标：有生之年宣
传革命先烈事迹 9986场，行走全国 866个
市、县（区），吸引听众 680万人次。如今，这
个目标已经超越。他自编教材、自制教具，
撰写 40多万字讲稿，走进相关县、市（区）机
关、学校、团体和驻地部队宣讲红色故事；
先后捐出积蓄 42万元，用于灾区重建、博爱
助学、修路铺桥等公益事业……一组组数

据，诠释了97岁老人周仁甫的执着一生。
周仁甫是响水县张集中心社区华余村

人。1940年，只有 16岁的他，立志报国，投
身革命，先后参加大小战役 10余次。1943
年 10月，周仁甫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决心
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

1946年，周仁甫从部队转业到响水，先
后担任 4所中学校长和副校长等。工作期
间，他在学校设立奖学金，为特困生捐款，
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1981年退休后,他
主动申请到响水多所学校义务种草、养花，
一干就是十多年。他还自费在学校建起

“爱党亭”“爱国亭”“爱军亭”“再思亭”等 10
座亭子，并将自己收藏的近 2000册各类图
书整理出来，创办“好人图书馆”。

对教育很慷慨的周仁甫对自己却很
“苛刻”，多年来，他外出骑一辆破旧自行
车，煮饭仍用几十年前的炒锅，衣服破了补
了一层又一层。

“托党的福，如今我丰衣足食、生活幸
福，我应该向党表示一点心意。”1995年 7

月，周仁甫将当年工资改革一次性补发的
1008元，以特殊党费的形式悉数交给了党
组织。之后，他多次交纳特殊党费。今年 3
月，老人再次交纳特殊党费 1万元，并自费
定制 1万只碗，上面携刻着“中国共产党 100
周年志庆”赠送给全县党员和驻地部队
官兵。

周仁甫用自己的一生践行入党誓言，
他的义举感动了许许多多人。这些年来，
他陆续受到各级各类表彰，先后获得了

“全国模范退役军人”“中国好人”“江苏省
十大新闻人物”“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

“江苏省道德模范”“盐城市新时期红色宣
传员”等荣誉称号。 今年，周仁甫又在自
己家里开设了“初心学堂”，通过快问快
答、敲锣说唱的形式，让党史学习教育在
基层“活”起来。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这是周
仁甫的口头禅。如今，老人还有 3个梦想：
捐赠遗体，服务科学；百岁生日时，再交一
次特殊党费；出版个人文集《落霞满天》，然
后高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周仁甫：一名97岁老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本报记者 任素梅 通讯员 高磊

周仁甫，响水县原周集中学校长，江苏
省优秀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