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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安高新区隆政小学积极推进校园“阳光体育”
活动，将“篮球操”融入大课间体育活动，将空竹教学纳入学校
常规体育课程，激发学生运动兴趣，锻炼学生健康体魄。

翟慧勇 摄

“暖心”服务助力西部卫生健康事业
■本报通讯员 詹恬

汶川地震 1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南京医科大学“心佑工程”团队在该县 10所学校开展先天性心脏病拉网式
筛查流调——

融入区域特色“双减”落地生根
■本报记者 王小亮 特约通讯员 谈雷

扬州充分发挥历史文化名城优势，充分挖掘地方文化资源助力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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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在 江 苏 教 育 最 前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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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好江苏人民满意教育
新征程中跑出青春加速度

本报讯（记者 阿妮尔）
根据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安排，为进一步在
青年干部中持续掀起学习
热潮，5月12日，省教育厅组
织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
进、走在前列”大讨论青年
干部专场暨第五届青年干
部讲坛。省教育厅党组书
记、厅长、厅主题教育领导
小组组长江涌出席活动并
寄语青年。省委主题教育
第九巡回指导组、省委省级
机关工委派员到会指导。
在宁厅领导，厅机关各处
室、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负责
人及 40周岁以下青年干部
代表共150余人参加活动。

江涌强调，党的十八大
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
视和关心青年干部成长，先
后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多
次亲自主讲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中青班“开学第一
课”，对广大青年干部提出了
明确要求和殷切期待。全厅
广大青年干部要深学、细照、
笃行，努力做到信念坚、政治
强、本领高、作风硬，在加快
建设教育强省中尽快成长起
来，真正成为江苏教育事业
发展的“生力军”和“突击
队”，努力在打造“公平共享、
全面多样、适合契合、卓越创
新”的教育先行示范高地的
伟大实践中担当新使命，谱
写新华章，在办好江苏人民
满意教育的新征程中跑出青
春加速度。

江涌指出，全厅青年干
部要牢记嘱托讲信念，夯实
理论功底，坚持以主题教育
为推动，将全面学习领会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与学习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
和关于教育的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批示精神有机融合、
一体贯通，让这一重要思想
真正成为精神上的主心骨、
理论上的定盘星、行动上的
指南针，不断提高政治判断
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坚定捍卫“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
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为己任，以建设教育强省为
己任，努力成为有坚定理想
信念的接班人和继往开来
的先锋者。要感恩奋进强
本领，锤炼务实作风，把马
克思主义学精、悟透、用好，
把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成
长规律把握好、运用好，不
断增强担当的意志和韧劲，
提高担当的能力本领；要站
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
题、办事情，认真谋划好深
化教育改革的每项措施，务
实功、出实招、求实效，面对
急难险重任务时冲得出来、
顶得上去、“自找苦吃”，在
风雨中练就“宽肩膀”，在基
层一线中锻造真本领。要
走在前列强担当，厚植为民
情怀，怀着强烈的爱民、忧
民、为民、惠民之心，以“父
母之心”办教育，虚心向人
民群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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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阿妮尔）为深入开展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主题教育，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
关于大兴调查研究的部署要求，5月 11
日，省政府副省长徐缨赴南京艺术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调研，深层次、多角度了解
两所学校的办学情况和发展特色。省政
府副秘书长刘建，省教育厅副厅长杨树
兵等陪同调研。

在南京艺术学院，徐缨先后在设计
学院、马克思阅读中心、校史馆、美术馆
实地调研，系统了解学校校史，详细询问
学校在艺术特色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
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毕业生就业等
方面的创新举措。她充分肯定学校近年
来教育教学各项工作的推进实效，并指
出，学校要充分发挥艺术特色，有针对性
地建设相关重点学科；要创新运用艺术
表现形式，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建
设，用通俗易懂的方式阐述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邃内涵；
要围绕当前文化建设中的重大课题提升
办学内涵，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在南京农业大学，徐缨深入校史馆、
作物遗传与种质创新利用全国重点实验
室和肉品质量控制与新资源创制全国重
点实验室，详细了解学校办学发展历程
和重大科研成果，实地考察并充分肯定
各重点实验室在科研攻关、人才培养、成
果转化应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等工作
中取得的突破与成效。她强调，学校要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

大学科技小院学生的重要回信精神，引导全校师生厚植爱
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为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加快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应有贡献。要坚持教育、科技、人才
联动贯通，进一步发挥农学特色，切实加强基础研究，在科
技创新前沿突破更多“卡脖子”难题，推进产学研深度合作，
为区域涉农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贡献。

徐缨强调，各校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
近平总书记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
性意义，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自身办学优势
特色，为江苏高质量发展继续走在前列提供强有力支撑
保障。

省教育厅组织开展“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走
在前列”大讨论青年干部专场暨第五届青年干部
讲坛——

近日，在汶川县第一小学校体
育馆内，千余名学生正排着队列，在
支教老师的指引下，有序接受先天
性心脏病筛查流调。为他们开展筛
查的，是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心佑工程”团队的医生耿直、汤
璞石和尹修文，南京医科大学团委
书记曹丽丽、第二临床医学院心内
科硕士研究生孙玉协助筛查。

汶川县第一小学校是南京医科
大学第 24届研支团对口支教的学
校，此次筛查流调是南京医科大学
党委在汶川地震 15周年纪念日到来
之际组织的一次健康服务行动。服
务团队的 11名成员来自南医大二附
院“心佑工程”团队、学校团委、研究
生支教团党支部、生殖医学与子代
健康全国重点实验室、第二临床医
学院。除了汶川一小，团队还前往
雁门幼儿园、灞州小学、绵虒中学、
汶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等 9所学校，为
学生们开展先心病的拉网式筛查。

用好医科大学在教育与服务方
面的优势资源，拓展研支团工作范
畴，积极开展急救培训、心理健康、

健康科普等实践项目，是南医大支
教工作的特色和亮点。此前，南医
大副校长沈瑞林率队赴汶川，在实
地调研了当地教育教学及医疗卫生
情况后，提出将“心佑工程”筛查救
治行动引入汶川。

流调期间，团队共筛查 3694人，
确诊患儿 4名。“这次筛查出来的孩
子，将在尊重个人意愿的情况下免费
进行手术。”耿直表示，这已经是“心佑
工程”团队今年第 18次开展筛查，在
抵达汶川的前一天，他们还在甘孜州
新龙县妇幼保健院开展免费筛查。“只
有筛查得越广、发现得越及时，救助的
孩子才能越多。”此外，团队还对当地
县医院的医护人员进行了培训，帮助
其提高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

在筛查现场，3名来自南京医科
大学国重创新班的学生正在进行确
诊患儿流行病学调查。调查内容包
括确诊患儿的家族疾病史、患儿母
亲孕期生活饮食习惯、叶酸钙铁补
充剂摄入情况以及疾病史和流产
史。“希望通过调查研究，能够为先
心病防治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

据，降低发病率。”团队成员陈琦说。
这是陈琦第 7次参与“心佑工

程”筛查行动。“这次来到汶川，看到
这里已是一派繁荣景象。作为青年
学生，能够为西部地区的卫生健康
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分力量，我感到
非常荣幸。”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第二临床医学院心内科硕士
研究生孙玉感慨道。在本次筛查
中，她跟随专家给当地孩子们听诊。

“以前关于先心病听诊杂音的获取
主要来自网络音频，这次亲身听到
房缺、室缺的杂音，印象更加深刻。
筛查出的先心病患儿可以早点儿接
受治疗，我感到特别欣慰。”

“我们将把研究生支教、医疗公
益项目和主题教育相结合，根据汶
川所需，尽南医所能，加强多方保
障，综合发力，服务国家战略、促进
西部发展。”曹丽丽说。

南京医科大学第 23届、24届研
究生支教团先后在汶川开展支教服
务。支教期间，研支团发现当地孩
子缺乏对急救知识的了解，便立即

联系学校，调配运送了一批医学急
救物资，包括应急救护模拟假人、急
救包以及方便学生互相传阅、简单
易懂的急救知识图谱。同时，他们
在课堂讲授中融入医学知识，教孩
子们如何争取抢救的“黄金时间”。

“这次在特殊教育学校做筛查
时，学生们用手语和我说谢谢，那一
瞬间我的眼眶湿润了。”研究生支教
团党支部书记李芸霞说。

筛查工作结束后，团队成员又
前往漩口中学遗址、“5·12”汶川特
大地震震中纪念馆等地学习，现场
聆听讲解，再次感受抗震救灾及灾
后重建过程中党中央的科学决策，
社会各界的大爱援建，灾区群众的
自强不息、感恩奋进。

南京医科大学第 24届研究生支
教团成员一致表示：“到基层、到现
场、到人民群众中，让我们获益匪
浅。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们
将坚定理想信念，把服务奉献精神
传承下去，尽己所能助力西部卫生
健康事业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贡献青春力量。”

“他坐在藤椅上，手拿一本书，
眼神凝望着远方。”前不久，朱自清
先生青年时期的铜像在扬州市朱自
清小学落成。作为扬州的文化名
人，该校深入挖掘朱自清先生身上
蕴含的教育价值，通过微课教学、课
堂实录、实地寻访、自清剧场、自清
论坛、自清讲堂等形式，助力“双减”
落地生根。“先生的文章滋养着我
们，先生的风骨影响着我们，先生的
精神激励着我们。通过了解朱自
清，学习朱自清，一股清芬正气在校
园里形成并弥散开来。”该校教导主
任王敏说。

扬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
城，为充分整合优质地方文化，着力
打造地方特色资源，今年春学期以
来，扬州市电教馆和多所学校共同
开发内涵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源，让
优秀的地方传统文化得到保护和传
承，并促进广大青少年学生通过对
地方传统文化的学习，从小立下建
设家乡、报效国家的宏伟志向。

非遗搭桥，增强文化自信

“原来印刷术这么神奇！”前不
久，扬州市梅岭小学组织学生走进
非遗课堂，近距离感受优秀传统文
化的魅力。在传统年画古版拓印体
验中，学生们对传统印刷术有了直
观的认识，还制作了属于自己的萌
版年画。扬派盆景小课堂则让学生
们初步了解了扬派盆景的特色和制
作技艺、工具等。此外，杖头木偶、
花样鼓、扬剧、评弹的演出，都赢得
了学生们的阵阵掌声，互动环节中，
学生们积极参与，反响热烈。

“双减”政策减轻了学生负担，
受到学生和家长的好评。在“减”的
大背景下，“加”什么，如何加？借力
传统文化资源，开展“非遗进校园”
活动，是扬州给出的特色答卷。

在扬州市育才小学西区校，“英
语 bar”特色资源让英语课堂成为传
播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课堂
上，教师用英语介绍了扬州非物质
文化遗产——通草花和绒花的起
源、主原料、主要制作工具、制作步
骤和传承者，并用一个个有趣的传
说和视频呈现了扬州剪纸的历史渊
源和文化沉淀……通过学习，学生
们不仅了解了扬州传统文化的相关
知识，也提高了英语表达能力，为传
播家乡文化奠定了语言基础。

“非遗与学生文化教育有效衔
接，有助于他们近距离接触非遗、熟
悉非遗，实现非遗在青少年一代的
继承与发展，不仅有利于非遗的传
承发展，更利于促进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可持续发展，增强文化自信。”
育才小学西区校校长李吉银说。

品诗读词，润泽学生心田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
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
青。”在教师的讲解下，一首《扬州
慢·淮左名都》让学生们畅游在繁华
的古代扬州。这是育才小学研发的

“扬州的诗词”系列资源，该校校长
李菊梅介绍说，该资源注重古诗词
诵读教学目标的设计，优化古诗词
诵读教学的课堂策略，通过带领学
生诵读古诗词，欣赏文人心中的扬
州，感悟文人的扬州情结；通过古诗

词语调、韵律、节奏等体味作品内
容，体会文人强烈的感情，感受历史
和文化的积淀，很好地激发了学生
学习古诗词的兴趣，加深了他们对
家乡的热爱之情。

育才小学三（12）班学生费涵蕾
说：“通过学习，我知道了古诗词背
后的故事，认识了历史上的扬州，我
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了！”一（6）班
学生家长郁晶晶在陪孩子观看了资
源后表示：“古诗词的格律之美，深
深地吸引了孩子们，让他们对中华
文化的生命力更有信心，我觉得这
些资源很有价值。”

扬州对联是扬州传统文化中的
一颗璀璨明珠，汶河小学开发的“扬
州对联”特色资源让这颗明珠更加熠
熠生辉。该校骨干教师团队充分抓
住对联的特点，发掘蕴藏在扬州这座
文化古城中的对联文化，介绍对联的
起源、种类、特点、技巧等，引导学生
了解对联的知识，品味对联的奇妙之
处，感受扬州传统文化、民俗、语言艺
术的魅力，培养其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热爱和对家乡的深厚情感。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觉得
对联读起来朗朗上口、和谐优美。
现在，我会特别留意观察景点的对
联和邻居门上的对联，也越来越喜
欢对联这种传统文化形式了！”该校
六（8）班学生张添说。

科技助力，资源人人共享

打开扬州“智慧学堂”平台，点击
“古城文化”，东关街、大明寺、高旻寺
等历史文化景点跃然眼前。“在家里
就能和孩子一起学习扬州特色文化，
了解古城扬州的历史，太方便了！”邗
江实验学校学生家长李浩说。

“双减”实施以来，扬州“智慧学
堂”深入挖潜，整合全市各类优质教
育资源，在资源频道创设了 28个资
源栏目近 1300万条资源，逐步建成
如“扬州同步课程资源”“本地化特色
资源包”“五个一百资源”“家庭教育
微讲坛”等具有扬州特色的资源库。

“去年寒假，我们紧密围绕‘双
减’要求设计本地特色资源，这些资
源可以充分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
需求，使其更深层次地触摸扬州，同
时也缓解了家长焦虑，助力学生度
过一个不一样的寒假。”扬州市电教
馆副馆长吴必昌说。

据了解，截至目前，扬州市电教
馆已在“智慧学堂”公众号和网站陆
续制作并推出了 40多节地方文化特
色资源，涵盖扬州古城文化、扬州名
人文化、扬州非遗文化、扬州地方特
色思政文化等丰富内容，充分利用
地方文化资源优势，注入“有特色的
地方气息”，让教材真正“活起来”，
让“双减”落地生根。

（下转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