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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宋伟）
11月 16日，我区被市教育局
表 彰 为“2016-2017 学 年 度
泰 州 市 安 全 教 育 先 进 市
（区）”，省姜堰中学、省姜堰
中等专业学校、励才实验学
校、溱潼中心小学、白米中
心小学、叶甸中心小学 6 所
学校被表彰为"市安全教育
先进学校"。

目前，我区所有学校均创
建成“泰州市平安校园”。区
教育局先后荣获江苏省校安
工程先进单位、泰州市“六五”
普法先进集体等称号，中央电
视台、《中国教育报》、《江苏教
育报》等媒体，先后对我区学
校安全法治的做法作推介。

我区获评市安全
教育先进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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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沈璐璐）
学校教育是全方位的基础教
育，父母则是孩子的第一任
老师。如何做好家校共育，
让“1+1＞2”？这是我区各校
和家长一直研究和探索的课
题。11 月 13 日下午，泰州市
素质教育“5+2”工程姜堰区
交流展示活动在白米中心小
学和第二实验小学三水校区
举行。来自泰州市三市四区
和常熟市的教育代表团 200
多人观摩我区家校共育的经
验和做法。

“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
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
在白米小学，教育叙事“为农

村孩子茁壮成长撑起一方明
净天空”在诗歌《我是一个被
妈妈宠坏的孩子》中拉开帷
幕。每天下午放学时的路边
家长会、定期评选“十佳家
庭”、成立家校委员会、建立
家庭成长档案……该校以视
频形式展现了立足农村学校
实际，畅通家校交流渠道，在

“沟通与引领”等方面努力为
农村孩子茁壮成长而积淀肥
沃土壤的举措。开展“爸爸
妈妈你是我的偶像”“爸爸妈
妈你最辛苦”等微体验活动，
邀请具有特长的家长担任学
校校本课程辅导员……该校
还现场展示了借力课程建设

促进家校融合的成果。
在第二实验小学三水校

区，与会代表在教师、家长、
学生等“导游员”的带领下参
观了书香苑、智慧区、民族
园、完美教室、美术功能室和
新父母学校等功能场所。“家
校共育”主题沙龙邀请家长
和教师围绕亲子阅读、亲子
作业、作业签字等问题展开
激烈的争辩。随后，通过一
组组数据、一张张图片、一个
个感人案例再现了姜堰区新
父母学校的筹款筹建、义工
招募以及线上线下活动的情
况。新父母学校挖掘教育专
家、优秀家长等教育资源，大

力研发新父母课程，定期举
办线上线下培训活动，传播
现代家教理念、科学家教方
法，让父母进入新教育实验，
共同打造学校、孩子和父母
三方都参与的教育共同体。

面 向 素 质 教 育 的 新 态
势、新要求，怎样从高原走向
高峰，我区教育局在思考、在
探索、在行动。致力于顶层
设计，创新素质教育新模式；
聚焦需求侧，潜心教育供给
侧改革。引领家庭更新教育
理念和方法，凝聚素质教育
共识，汇聚家校共育合力，推
进素质教育“5+2”向更深、更
远处漫溯。

如何做好家校共育，让“1+1＞2”？

素质教育“5+2”工程姜堰区展示活动诠释答案

11 月 16 日下午，南苑学校一年级举行“收获金秋”快乐游考活动。一年级的学生戴
上兔宝宝头饰走进森林王国，在“采摘蘑菇”“保卫萝卜”“疯狂苹果树”“欢乐田字格”等
游戏中，对开学以来所学知识进行了应用实践。 高荣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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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明）11
月 18日上午，江苏省 2017年
下半年书法水平等级证书考
试开考，我区 8969 名学生参
加考试。区教育局局长武晓
明、副局长张强到实验小学
罗塘校区巡视书法等级考试
现场。

此次考试分为硬笔书法
和软笔书法两类，等级分为
1—10 级，考试时间为 2 个小
时 。 我 区 共 设 31 个 考 点 、
455个考场。

当天，区教育局派出巡
视员分赴各考点督查、指导
考试工作。

我区近9000名
学生参加省书法
水平等级证书考试

本报讯（通讯员 宋伟）11 月 14
日上午，区教育系统学校食堂信息化
监管平台建设领导小组成员会议在
区教育局召开。区教育局局长武晓
明、区监察局副局长邱德和、区纪委
第十一派驻纪检组组长于云海出席
会议。

武晓明从成立领导小组、调研分
析现状、制定初步方案等方面对建设
监管平台作出指导。武晓明指出，学
校食堂信息化监管平台建设是我区推
进教育管理创新、提高学校餐饮质量、
维护广大人民利益的重要举措，是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提高学生幸
福指数、办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途径，
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多管齐下、多
方配合，切实做好食堂信息化监管平
台的建设工作。

邱德和对教育系统学校食堂信息
化监管平台建设表示支持。他要求教
育系统抓紧时间将该工作做好、做细、
做实。

于云海强调了市纪委、区纪委对
学校食堂财务管理提出的要求，分析
了当前部分学校食堂财务存在的问
题，重申了食堂信息化监管平台建设
工作重要性。

我区启动学校食堂
信息化监管平台建设工作

本报讯（记者 张明）11 月
14 日，镇江市、常熟市、安庆市
教育考察团到我区考察“大阅
读”工作。区教育局副局长林
忠玲陪同考察。

考察团走进区实验小学城
南校区，看到长廊里、楼道边、
教室内设置了别具一格的“读
书漂流吧”；草房子、稻草人、
蜘 蛛 网 等 故 事 情 境 、童 话 人
物，装点着校园各个角落。在
听取阅读成果介绍和观看“大
阅读”工作专题片后，考察团
对 该 校 创 新 阅 读 评 价 方 式 、

“手指上+”课程等创新举措留
下深刻的印象。

区实验初中把大阅读作为
营造“师生共进”家园的重要载
体，每年邀请知名专家、教师讲
学，发挥名师阅读引领作用；将
学 生 读 书 与 实 践 活 动 融 合 一
体，举行“走近名著演讲比赛”

“阅读名著读书报告会”，举办
征文等比赛……一系列的活动
让师生在书香浸润中获得成长
和 快 乐 。 考 察 团 观 摩 了 该 校

“阅读之星”“导师荐书”“美文
天地”“班级叙事”等文化建设

成果展示，参观了“省优秀中学
生文学社”——鸣柳文学社工
作室，一本本油墨飘香的社刊、
一张张获奖证书赢得考察团的
交口称赞。

考察过程中，常熟市教育
局 基 础 教 育 科 科 长 高 月 亮 表
示，两所学校的“大阅读”工作
令人印象深刻。学校以兴趣引
领学生阅读，同时创新方式举
措，推进“大阅读”全面开花，值
得借鉴和学习。

在区实验初中报告厅，三
个 考 察 团 还 听 取 了 林 忠 玲 作

的题为《用阅读滋养生命——
姜堰“大阅读”实践与思考》的
经验介绍。林忠玲从“童年幸
福 ”“ 教 师 成 长 ”“ 课 程 建 设 ”

“阅读评价”等方面全方位地
介绍了我区“大阅读”活动开
展的初衷、实施的情况及取得
的成效。

考察团对我区教育前瞻性
的发展理念、创新性的工作举
措给予充分肯定，希望今后与
我区在深入推进“大阅读”工作
上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促进
区域教育品质的提升。

镇江常熟安庆三市考察我区镇江常熟安庆三市考察我区““大阅读大阅读””

11 月 15 日，市校园及周边安全
工作专项督查组督查张甸中学安全
工作。 (俞钱)

11月 16日，实验幼儿园举行“学
做小小社会人”课题研讨活动。

（陈红梅）
11 月 17 日，城西实验学校召开

“立足新时代，争作新贡献”专题组
织生活会。 (许一琳)

11月18日，市科协普及部部长陈
智生到梁徐小学调研科学教育工作。

（梁轩）
日前，东桥幼儿园举办“亲子绘

本剧”微视频比赛。 （陆苏芳）

教育动 态

蓓花 丛 蕾

一双白色运动鞋，一副素色
眼镜，略显稚气的面庞……这是
记者对15岁少年、港口初级中学
九（1）班学生姚琦的第一印象。
她小小年纪就满怀责任心、为人
正直，一直是老师心目中的好学
生，同学眼中的好榜样。

姚琦从初一年级开始就一
直担任班长。她在处理班级事
务、调解同学关系、搭建师生桥
梁等方面游刃有余。忙碌的身
影、温馨的提醒，她总会在班级
需要的时候贡献出自己的一份
力 。“ 她 是 一 名 全 面 发 展 的 学
生 ，组 织 能 力 强 ，做 事 认 真 负
责，能为班级发展出谋划策。”
在班主任王丽华的眼中，姚琦
是她得力的好帮手。尽管初三
年级学业负担很重，但是作为
班长的姚琦，总能积极主动、毫
无怨言地做好班级中的事务。
她经常协助老师召开班会，充
当师生之间的桥梁，总想着如
何 给 班 级 创 建 更 好 的 学 习 环

境。有时年级组织开展活动，
她为了做好活动准备，常常放
弃自己的休息时间。她说，优
秀的学生就应该有担当，不仅
学习上要起带头作用，还要乐
于助人，积极做好各项工作。

在参与班级管理的同时，姚
琦并没有放松学习。她每天早
早地到校早读，根据自己设计
的学业计划表，有条不紊地学
习。她把每一次的考试都当作
历 练 的 机 会 ，力 求 一 丝 不 苟 。
每晚睡觉前，她都要背诵一会
儿英语单词……“她的学习能力
很强，有些知识一点就通，几乎
不用老师操心。”王丽华告诉记
者。虽然课业压力大，但是姚
琦每周放假都会去泰州图书馆
看书，各类书籍都会仔细阅读，
上学期更是一口气把《明朝那些
事》（七册）都读完了。“看书能学
到课本之外的知识，对全方位提
升自己很有帮助。”姚琦说。学
习之余，姚琦还积极参加社团活
动，弹弹吉他、唱唱歌。

日常生活中，姚琦十分乐于
助人。看到别人有 困 难 ，她 总
是 主 动 地 去 帮 助 他 们 。 每 逢
下课，姚琦的身边经常围着前
来求教的同学，她总是耐心地
给 他 们 讲 解 题 目 ，一 起 分 享
好 的 学 习 方 法 。“ 平 常 有 不 会
的题目请教她，她都会将自己
的解题思路讲解给我听，她是
一 个 很 棒 的 学 习 伙 伴 。”同 桌
邰慧雯说。

做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少年
——记港口初级中学九（1）班三好学生姚琦

本报记者 孙柳

>>>走进一线

从事社区教育 30 年，辗转
3 个乡镇，他执着追求，不懈努
力，始终以“满足百姓的学习
需求”为目标，在教育事业上
留下了一串串足迹——他所管
理的社区教育中心先后被评为

“全国农村成人教育先进单位”
“省劳动力转移定点培训机构”
“江苏省教育先进集体”；他本
人荣膺“全国农村老年教育工
作先进个人”“省网上行管理年
度风云人物”等称号，被聘为江
苏省社会教育特聘高级讲师。
他就是娄庄镇社区教育中心校
长金加明。日前新出炉的 60
家首批全国城乡社区教育特色
学校中，娄庄镇社区教育中心
排名前 19，并被遴选为全国农
村成人教育（社区教育）特色
品牌培训基地。

虽然年过半百，但是金加
明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大家
都夸他是社区教育战线上的

老黄牛。
“农村需要什么，我就培训

什么。”金加明针对农村的情
况，教农民抛秧、养鸡、养猪等
传统农业和养殖技术，以及各
种 职 业 技 能 和 现 代 信 息 技
术。90 年代初，电脑刚刚 使
用，金加明就在张沐开始计算
机培训。没有机房，自己腾出
办公室；没有资金，自己掏腰包
再向别人借钱；没有教师，自
费自学……终于，培训班办起
来了。理论讲授、实践操作辅
导、机器维护……里里外外都
是他一个人包办。大家的学习
热情很高，可人多电脑少，金加
明便每天分几批培训。有村民
晚上在机房里不肯走，金加明
便陪着练习。最长的一期培
训，金加明在机房呆了近一个
月没能回家。拼命工作终于有
了成绩，学员参加省计算机等
级考核，合格率遥遥领先，还

获得泰州市计算机定点培训
机构的资格。在省“两基”验
收时，他连续工作八天八夜没
有好好睡过觉。验收结束，他
由于操劳过度，骑车回家途中
摔倒在路上不省人事，幸好被
过路村民发现并送往医院。

金加明非常注重自己的
专业提升，他的大部分业余时
间是在阅读中度过的。不仅
如此，他还积极参加各种培
训。为了能获得 SYB（创办你
的企业）创业培训讲师资格，
他报名参加封闭 15 天的国际
劳工组织创业培训。此次培
训对当时年近五旬的金加明
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首先
普通话要过关。他抱着新华
字典学汉语拼音，跟着新闻主
持人学说普通话。功夫不负
有心人，金加明终于取得 SYB
创业培训讲师资格。

自古忠孝难两全。金加明
的父亲去世时，他正在外地学习，
没来得及见老人最后一面。

记者面前，说话慢条斯理
的金加明其实曾经中过风，至
今仍有脑梗症状。他的病休
证明就揣在口袋中，却迟迟没
有掏出。他说：“我始终牵挂
着社区教育，当看到农民用我
教的技能发家致富，日子越过
越好了，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朴素的话语诠释着他的社区
教育梦。

坚守社区教育30年
——记娄庄镇社区教育中心校长金加明

本报记者 沈璐璐 实习生 王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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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 上 午 第 一 节 课
后 ，行 知 实 验 小 学 三（1）班 学
生 黄 俊 杰 来 到 设 在 教 学 楼 一
楼走廊上的诚信超市，寻觅了
一会儿，选购了一把尺子，将一

元 钱 投 入 钱 箱 中 后 高 兴 地 离
开了。

诚信超市由 5 个小桌柜组
成，分别标注了 5 角、1 元、2 元、
3 元、5 元不同的价格，里面摆了

一些基本的学习用品，有本子、
笔、橡皮、尺子、墨水等文具。
学生前来购买学习用品时，只
要根据标签上的售价，往钱箱
里投入相应的钱币即可。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核心内容。我校的校训是

‘求真知 做真人’，设立诚信
超市是我校诚信教育的一项创
新举措，也契合了我校的校训
精神，旨在让学生从小在心中
就种下诚信的种子，培养学生
诚信做人、做事的品格。”行知
实验小学校长周杰介绍道。

记者看到，课间不时有学生
到超市选购学习用品，并很自
觉地往钱箱里投钱。在诚信超
市的一面墙上，还有一处留言
区，如果学生忘记带钱了，只要
留言说明一下，第二天将钱带
来补交就行。

“以前忘记带文具时，都要
到学校外面的商店去买。现在

好了，在学校里就能买到，很方
便。”从超市买了一瓶墨水的学
生邵和笑着告诉记者。

该校诚信超市 11 月 7 日开
业以来，学生通过在没有人员
管理、没有摄像头的超市购买
学习用品，实实在在地感受到
了“诚信”就在身边，对“诚信”
二字有了更深的感悟。

六（1）班的学生洪逸菲是当
天的超市值班经理，早晨 7 点多
就将学习用品放到超市的桌柜
内，晚上放学前还要做好当天
的对账工作。

据了解，该校诚信超市还
可以进行物品交换。需要出售
物 品 的 学 生 向 值 班 经 理 索 要

“信息卡”填写后，放置到超市
桌柜内；有需要的学生持相应

“信息卡”，找到物品主人进行
交换即可。

“前期经过培训，有 5 名六
年 级 的 学 生 成 为 超 市 的 值 班

经 理 ，每 人 值 班 一 天 ，主 要 负
责整理货物和对账，这也成为
学生难得的社会实践，锻炼了
学生的管理能力。”诚信超市负
责人、学校辅导员钱茹告诉记
者。学校设计了统计表，每天
统计入架的商品和出售情况，
并在超市墙上公布诚信得分，
如果卖出的货物和钱对得上，
当天的诚信得分就是 100 分。
开 业 10 多 天 来 ，基 本 上 都 是
100 分 ，也 偶 尔 有 90 多 分 的 。

“第二天我们会在晨会上提醒
一下，强调诚信的重要性。”钱
茹说。

“诚信是无价的，除了设立
诚信超市，我校还定期开展诚
信主题班会、举行诚信故事演
讲比赛等活动，让学生从小建
立诚信观念。”该校副校长韦红
告诉记者，下一步，学校将开展

“ 力 争 每 天 诚 信 得 分 保 持 100
分”活动，切实让诚信在全校蔚
然成风。

行知实小有个“诚信”小超市
本报记者 张明

读书是最好的学习，追随伟大人
物的思想，是富有趣味的事情啊！

——普希金

张明张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