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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南大学“芯”迹未来大学生科普团队带着“小芯片大智
慧”科技探索课程走进无锡市天鹅湖实验幼儿园，带领幼儿观察实
体芯片，趣味操作“未来芯片”，自主安装声控路灯，了解芯片应用
场景，让科技中国“芯”在幼儿心中不断生长。 赵敏 姜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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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仲夏，蛙叫虫鸣。在句容市
紫荆庄园的大棚内，金黄的樱桃番茄
已经挂满了枝头。一辆智能小车轻巧
地穿梭在植株间收集数据、监测环境。
这是江苏大学“量子感知与农情智能
检测”团队研发的装备，1000平方米的
范围只用 15分钟，就巡检测试出番茄
叶片的 9种问题，准确率达 98%。参与
项目研究的江苏大学硕士研究生徐世
航非常高兴，“这次经历加深了我对农
业现代化技术的理解，也为自己能参
与到农业数字化建设中感到骄傲。”

近年来，江苏大学全面加强党的
领导和党的建设，推进党建工作与业
务工作深度融合，形成党建引领好、纪
监保障好、事业发展好的“三好”局面，
学校连续三年获评省属高校综合考核

“第一等次”，引领推动农机特色高水
平研究型大学建设行稳致远。

聚焦农机，矢志创建特色一流

今年 5月至今，从四川射洪到江苏
丹阳，江苏大学收获机械团队带着新研
制的丘陵山区稻麦轻简型联合收获机辗
转各地，忙碌地调试机器，开展田间试
验。“机器重量控制在2.5吨以内，比正常
的履带收获机‘瘦身’了1吨以上。”团队
负责人徐立章教授介绍说，这款稻麦轻
简型联合收获机可以在丘陵山区6到15
度的坡地上行走，实现丘陵山地水稻和
小麦的低损脱粒和高效清选，“预期
2024年上市后，国产化率可达 95%以

上，形成年产1000台套的产业化能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强
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作为一所
因农机而生、因农机而兴的高校，江苏
大学始终心怀“国之大者”，牢牢把握
办学政治方向，加强党委领导和系统
推进，创新开展“095工程”，坚定不移
地走农机特色发展道路，推动创建以
现代农业装备与技术为特色的农业工
程一流学科，涉农学科体系和涉农专
业优势集群不断完善。

“针对我国大型大马力高端智能
农机装备和丘陵山区适用小型机械等
农业装备领域短板问题，我校正在聚
力关键共性技术协同攻关，加快推进
高端智能农业装备研发，推动我国农
业装备产业转型升级。”据江苏大学校
长邢卫红介绍，近 3年来，该校突破现
代农业装备领域关键技术 38项，开发
出无人驾驶联合收割机、蔬菜移栽机、
葡萄采摘机器人等 26种高端装备，13
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知行合一，谱写科技报国新篇

“农药泵是农用无人飞机的‘心
脏’，经过优化设计后，流量竟然可以
翻一番！”不久前的一次试验结果让大
疆农业的研发工程师们收获了意外惊
喜。作为国内流体机械特别是泵、节
水灌溉等装备研发实力最强的高校，
面对农用无人飞机升级换代的迫切需

求，江苏大学流体中心周岭团队与大
疆农业合作，开展农药泵流体力学优
化设计和系统适配工作，全新升级的
高效叶轮泵能效提升了整整 1倍，有效
满足了旱田、果园等大水量作业需求。

“为农业强国建设服务，是每一个
涉农高校在新征程上必须担起的时代
重任。”邢卫红表示，学校充分发挥科
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
第一动力的重要作用，在农业科技攻
坚上下功夫，为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
强国的转变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

近年来，江苏大学积极探索“党建
联盟+”模式，牵头成立全国涉农高校
工学院党建联盟，组建江苏省农机装
备产业链党建联盟，与省农业农村厅
党组结对共建，“圈内好友”纷纷聚力，
充分发挥党建联盟在农业装备领域科
技创新中的集聚作用，携手共促乡村
振兴。

田间党建、农场党建、园区党建……
以党建为引领，江苏大学培育探索“党
建+共建”新样态，与句容共建全国农
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2022年，专家
团队实地调研 15次，指导培训 12次，
服务对象 700余人次，形成了乡村振兴
路上的戴庄经验、低碾压率再生稻联
合收割机、丘陵山区果蔬茶灌溉装备
关键技术与应用、设施园艺智能化装
备技术及应用等 4项标志性成果。
2023年，句容正式获批成为全国首批

“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

强基固本，建设坚强战斗堡垒

“农户之间土地承包权如何高效转
让？”“怎样签订规范合同，保障农民承包
土地权益？”5月 28日，全国党建工作样
板支部、江苏大学法学院教工第一党支
部来到句容市后白镇，就农村土地承包
等法律热点问题为村民“问诊把脉”，用
法治力量助推乡村振兴。专家的建议让
后白镇二圣村党委书记吴大军连声表示

“这真是好办法，我们受益匪浅！”
“党建就是生产力。”江苏大学党

委书记李洪波介绍说，该校扎实开展
党建“双创”培育创建工作，校党委入
选首批全省党建工作示范高校，农业
工程学院入选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
系，2个支部入选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
部；创新开展“1+N”党建专员制度，党
建专员挂点指导全校二级党组织，切
实把党建责任传导到“神经末梢”。此
外，在“双带头人”配备 100%的基础
上，该校积极推动“双带头人”将更多
的时间精力放在支部建设上，实现从

“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
“筑牢基层才能稳起高楼，学校将

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
织功能，确保学校始终成为坚持党的
领导的坚强育人阵地。”李洪波表示，
学校将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干事创
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引导师生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引领学校事业发
展走在前列。

党建引领 成就“三好”
■本报通讯员 吴奕

近年来，江苏大学全面加强党建工作，完善涉农学科体系和优势集群，积极承担农业强国建设使命—— 新闻点击
南京成立特需学生
家长服务中心

本报讯（通讯员 刘彬 雷淑贤 记
者 汤文清）近日，南京市特需学生家长服务
中心在南京市特殊教育指导中心揭牌启用。

“成立特需学生家长服务中心，旨在缓解
特殊需要儿童家长在长期呵护孩子过程中产
生的焦虑、压抑、家庭矛盾等多种情绪问题。”
据南京市特教指导中心副主任陈源清介绍，
该中心将通过心理辅导、小型团体辅导、家庭
治疗、沙盘游戏、艺术疗愈等形式，为家长提
供情绪疏解、悲伤抚慰、家庭关系调适等服
务，同时将开通“融老师热线”为有需要的家
长提供在线指导。

揭牌仪式后，南京市 21名“融老师热线”
教师志愿者现场接受了首次业务培训。“我们
深知特殊需要学生家庭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所
面临的压力和挑战，志愿者们很乐意成为家
长的倾听者，为家长们排忧解难。”融老师热
线教师志愿者、南京市长平路小学党支部副
书记田田说。

据悉，“融老师热线”将于 2023年 9月 1
日正式运行，家长可拨打 025-68080006进行
咨询，该热线由专业心理咨询师负责接听，将
为特殊需要儿童家庭提供及时专业的在线心
理支持服务。

南通大学成立
青年学者联谊会

本报讯（通讯员 徐凌 刘佳昕）6月 19
日，南通大学成立青年学者联谊会，并与南京
大学青年学者联谊会签署“携手奋进”战略合
作协议。

南通大学青年学者联谊会将以“交叉引
领、携手共进”为宗旨，通过青椒思想交流会、
青年学者学科交叉论坛、走进名校活动、青年
学者产学研用合作论坛等四大板块，推进会
员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加强与国内外学
术团体或专家的学术互动，促进交叉学科发
展和科研团队形成。同时，积极响应中央最
新决策部署和学校相关发展要求，配合学校
谋划重点发展领域，并为青年教师科研教学
生活做好服务工作，聚力打造“青年学者会员
之家”。根据“携手奋进”战略合作协议，南通
大学青联会和南京大学青联会将以“合作共
赢、共同进步”为目标，通过加强学术交流、联
合申报课题、共享学术资源、共建科研创新平
台等方式，促进两校青年学者之间的学术交
流与合作，共同推进科学研究发展。

江科大附中评选
毕业生“最美青春格言”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唐守伦）“永远向

往自由，永远意气风发。”6月 19日，在江苏科
技大学附属中学九年级毕业典礼上，2023届

“最美青春格言”评选结果揭晓，九（1）班学生
卢晨轩的这句格言脱颖而出，获评该校 2023
届“最美青春格言”。

揭晓当年“最美青春格言”是江科大附中
每年毕业典礼上的重要环节。该校面向九年
级学生征集“最美青春格言”，学生们回忆初
中三年的心路历程，撰写一条条情真意切、富
有意蕴的格言，表达对母校、对老师、对同学
的感情。“承认自己的平凡，不甘于平庸，争做
最好的自己。”“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事，合
适地坚持，就能将自己的专长展现出来。”“努
力的背后不一定是成功，但一定是不悔的人
生。”该校走廊上的附中学子心语格言专栏记
录着每年评选出的“最美青春格言”，鞭策学
子不负青春，逐梦前行。“为梦想而奋斗，永远
不会嫌太迟，让我们把‘成为更好的自己’作
为目标，扬帆远航向未来。”江科大附中校长
龙泉向毕业生们赠言。

（上接第1版）

培训赋能 以心护心

“小家伙最近状态不是很好，讲过
的题目没有做出来，上课总犯困，之前
沟通过，但效果不佳，希望家长和我们
一起找原因。”“小朋友最近学习状态
不错，物理成绩进步明显，我们一起努
力促进其成长哦。”这两段文字来自镇
江三中学生家长李雯收藏的微信，“这
是孩子导师发给我的微信，她无微不
至的关爱既是对孩子的鼓励，也是对
家长的触动。”

李雯的孩子朱礼睿就读于镇江三
中九（9）班，导师是该班物理教师丁海
燕。李雯告诉记者，丁海燕虽然不是
班主任，但年轻有活力，妙招还特别
多，深受学生喜爱。“有次孩子带回家
一块巧克力，一直放在冰箱舍不得吃，
说是丁老师给他的，用来缓解考前焦
虑，寓意巧妙用力克服困难。”

如何当好中学生的成长导师？起
初，丁海燕也感到茫然无措。“这是一个
全新的挑战，多亏了培训赋能。”丁海燕
介绍说，学校结合生源特点和工作实
际，定期就全员导师制工作组织各种形
式的校本培训和集体教研，强化经验分
享和案例教学，提高导师开展学生个性
化指导和家校沟通的能力。

导师胜任力参差不齐是推行全员
导师制的难点之一。为此，镇江市将
全员导师制培训纳入教师培训项目，
组建导师专业培训分层分类体系，为
各学段导师设置心理健康教育、青春
期教育、衔接教育、家校沟通与家庭教
育指导等培训课程；同时研制《导师工
作指导手册》《导师家访手册》等操作
手册，指导教师掌握全员导师制的工
作方法和技能。通过相关培训，导师
们进一步明确了基本职责和关键工
作，并掌握了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

“良师”好做，“益友”难当。“‘导师’
与‘教师’虽一字之差，但实现了学生与
教师的双向自愿互选。”镇江实验学校
魅力之城分校校长夏全喜介绍说，每名
导师都要撰写自我介绍，让学生对其有
更多了解，学生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适
合的导师，学校在尊重双方意愿的前提

下适当调整。“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导
师以朋友的平等姿态与学生互动交流，
是当好‘益友’的前提。”

最近，镇江实验学校魅力之城分校
七（8）班学生黄心妍一改闷闷不乐的
状态，变得阳光自信了。前段时间，从
小学音乐的她因学业压力大放弃了音
乐之路，文化成绩却没有太大改观，这
让她愈加迷茫。作为导师的巫丽萍了
解到黄心妍的心事，推荐她阅读知名
音乐家的奋斗故事，帮助她在阅读中
逐渐找回了自我。

全员导师制打破了“德育是班主
任的职责”这一观念，要求每名教师树
立并践行“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的教
育理念，却也衍生出新的问题——导
师与班主任在德育工作中的职责怎么
区分？镇江崇实女中·茅以升中学用
实践作出了回答。该校导师与班主任
一起开展工作，既分工又合作。班主
任主抓班集体建设，导师侧重对学生
的个性化指导，遇到问题，导师和班主
任通力合作、共同解决。

“中午食堂的饭菜合口味吗？”“学
习上有不懂的吗？”“课后作业来得及完
成吗？”……翻开该校《导师谈心谈话工
作指南》，密切师生关系的聊天话题数
不胜数。“谈心是师生情感沟通的最佳
方式。这些话题学生易接受、好回答，
让他们感觉到被尊重、很安全，接着导
师们再将谈话引向深入。”镇江崇实女
中·茅以升中学校长王飞告诉记者。

全员导师制的推行，实现了从“经
师”到“人师”的转变，强调的是师生互
动，“导人”更“导心”。江南学校推广

“2×10法则”，即每名导师每天花 2分
钟，多一点时间发现孩子的闪光点，多
一点温馨笑容，多一点真挚问候，多一
点细心呵护，连续 10天了解所导学生。
该校党总支书记袁广明介绍说，学校
要求导师以学生需要为中心，帮助其
应对成长中的问题与挑战，为每一名
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成长指导。

全员导师制的根本出发点是“导”，
即引导学生发展自我。在镇江市各校推
行全员导师制的过程中，“导”的形式不
一，“导”的方法不拘，“导”的结果不凡，
导师们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江南

学校，生物教师何庆玲组织所导学生成
立“细胞何&核导师团”，引导学生发现
生活中各类生命蕴含的美好和力量；
物理教师刘颖开设“解忧杂货铺”，引
导学生说出自己的心事；体育教师李惠
开设“‘瑜’悦一分钟”，用 1分钟瑜伽放
松术让学生学会调控自己的情绪。

机制引领 创新推进

“全员导师制构建了‘常规+多元’
的师生关系，形成了‘班主任+导师’的
家校沟通新模式。”丹阳市云阳学校校
长王伟告诉记者，在导师们的引领下，
全校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均呈现
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云阳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现有 85个班级、4060名学生。如此
大的办学体量，给学校的班级管理、教
育教学、学生身心健康工作带来了不
小挑战。全员导师制的推行，为学校
提升办学成效找到了新的切入点。该
校明确导师“六个一”基本工作要求，
即学期初一次全面了解，每月一次深
入谈心、一次家长访谈，每学期一次活
动指导、一次家庭走访、一次综合评
价。同时关注问题多发预警时段，关
心重点干预群体，由校长室牵头，指导
组、执行组、监察组明确分工，网格化
管理，确保全员导师工作常态化开展、
高效率落实。

作为一项全市推行的育人路径改
革探索，镇江市在全员导师制工作实施
之初，就从总体目标、工作原则、工作举
措、支持保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设计。
在组织领导方面，该市明确各地教育行
政部门须成立专门领导小组，加强顶层
设计和整体规划，并协调区域内各部门
协同联动；中小学要成立学校领导小组
和工作团队，依托年级组、行政班和教
育教学管理、人事等部门，明确落实全
员导师制的组织架构和责任分工，编制
学校全员导师制“一校一案”，并充分发
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教师
的先锋模范作用。

此外，镇江市还要求各校强化制
度建设，健全家校联系制度，加强合作
沟通，共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建立定
期反馈制度，促进班级管理和导师工

作的协调推进；建立导师育人工作档
案制度，记录导师工作过程和实效；不
断建立、完善导师培训制度、导师团集
体教研制度、导师评价激励制度等。

“作为首批试点校，我们成立了以
校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德育处等部室
组成的行政工作小组，以及以班主任为
核心、任课教师为成员的导师组。”句容
华阳实小校长孟纪军告诉记者，领导小
组负责导师制的规划和指导，工作小
组负责导师制的工作推进和督导；导
师组在学生的学习辅导、生活指南、情
绪调节、心理疏导等方面提供陪伴式
关怀和指导。“我们会通过检查谈话记
录、电子问卷调查、随机访谈等方式了
解开展情况，两周一检查，遇到问题及
时整改，班主任、年级部的每月考核中
也有针对全员导师制的相关考核。”

为创新推进机制，镇江市还将全
员导师制纳入学校绩效考核、文明单位
测评和德育工作评估体系，完善教师教
书育人“一岗双责”考核制度，将教师承
担育人导师情况纳入考核项目，开展星
级导师评定和优秀导师评选，并将导师
工作经历及成效作为教师职称晋升、创
先评优等的重要参考。担任 10名以上
（含10名）学生导师经考核优秀的，每满
3年可视同1年班主任任职经历。

全员导师制实行近一年来，镇江
市教师育人责任进一步落实，育人意
识普遍增强，学科教师“只教书不育
人”“多教书少育人”的情况得到改观。
相关调研数据显示：在接受问卷调查
的 1213名教师中，超过 88%的教师表
示“很愿意”或“比较愿意”担任导师，
认为推行全员导师制“很有必要”或

“比较有必要”的教师超过 86%。在接
受问卷调查的 1183名学生中，超过
94%的学生对全员导师制持积极态
度，并希望继续实行。

作为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的重要内容和育人方式转变的有效举
措，镇江市教育局未来将进一步联合相
关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加强协同保
障力度，并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加大经
费投入力度，落实全员导师制工作专项
绩效经费，为实施全员导师制提供全方
位、多层次、多元化的支持和保障。

为了每一名学生的健康成长

做更有温度的就业
（上接第1版）

在探索“互联网+就业”的过程中，南工大深挖
优质网络资源，充分利用国家 24365大学生就业
服务平台、江苏大学生智慧就业服务平台以及各
行业、各区域线上招聘网络平台等，组织毕业生网
上求职。同时，建设校内就业信息宣传“云矩阵”，
在就业创业网、学校官微、“南工就业”微信平台、
就业工作群等多渠道发布有效的就业信息。

南工大在全校范围内专门成立了就业助理
团，助理团共有 60名学生，这些学生的职责是协
助学校做好相关招聘会组织、就业信息汇总、就业
信息发送等工作，其中负责就业信息推送的学生
就有 14人。经济与管理学院工程管理专业学生
谢鑫是就业助理团的一员，他告诉记者，他们 14
人每天要把各类招聘信息进行汇总、筛选，再通过
校内云平台向同学们推送，确保毕业生足不出户
即可第一时间获取有效的就业信息。

为了精准掌握用人单位的招聘需求和学生的
就业需求，南工大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向
用人单位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其对人才培养和就
业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对毕业生开展问
卷调查，了解他们的就业需求和对学校就业工作
的满意度，以便制订更有针对性的促就业措施。

在促就业工作中，南工大发现家长、家庭对学
生的求职有很大影响。今年 4月，南工大向相关
家长推送了《最美的期待——致 2023届毕业生家
长的一封信》，其中特别向家长提出倡议“认清就
业形势，调整就业预期”，希望家长能与孩子多沟
通，审时度势，帮助毕业生们积极适应市场变化，
合力调整就业期望。该校还在家长中开展调查，
深入了解他们对就业工作的看法，通过家校联动，
帮助毕业生实现更高质量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