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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深里走 往实里走 往心里走
■本报记者 李大林 汤文清 通讯员 胡辉 刘尧

近年来，徐州以全域视野抓好关键环节，从完善工作机制、深挖课程资源和建强教师队伍等方面着手，不
断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动能
■本报记者 任素梅 通讯员 王一凡 刘娟

“88万辆大小车辆，543万名支
前群众，千万斤弹药和上亿斤粮食
……淮海战役支前小路上最动人的
场面，就是推着小车向前线运送弹
药粮食的万千群众。”前不久，淮海
战役纪念馆中，徐州市民主实验学
校五年级的数百名学生在研学导师
的讲解下，重温那段会师淮海、决战
中原的风云历史，感悟人民是历史
创造者的深刻内涵。

在徐州市第一中学，学生们调
查走访、搜集资料，撰写淮海战役红
色故事；江苏师范大学的青年学子
组成“红磐青年”志愿宣讲团，走进
全市中小学开展革命精神宣讲活
动。波澜壮阔的淮海战役为徐州打
下深深的红色烙印，也为全市大中
小 学 串 联 起 一 堂 堂“ 行 走 的 思
政课”。

“近年来，我市聚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关键环节，积极完善工作机
制，着力加强课程资源开发和教师
队伍建设，不断丰富思政育人内涵，
积极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师生们心
里走。”徐州市教育局局长、党委书
记石启红说。

机制建设往深里走：
从“各管一段”到“相互融通”

2023年 12月 8日，组织校地教

学研讨和同课异构展示活动；12月
12日至 15日，开设校地网上同步课
堂；12月21日，开展初中“大思政课”
城乡一体化育人实践校际研讨；12
月 27日，举行专家报告会……从
2017年到 2023年，从每个月初到月
末，丰县教师发展中心和徐州市西
苑中学开展的城乡合作已持续了近
7年，也为初中“大思政课”城乡一体
化育人实践项目打下了坚实基础。

西苑中学是徐州市教育局直属
学校，作为曾获得过“全国中小学思
想道德建设活动先进单位”等荣誉
的高质量学校，多年来，该校一直重
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自 2017年
起，该校与丰县教师发展中心密切
联系合作，在校地合作模式探寻、思
政教育资源整合、教育教学方式创
新等方面，积极探索城乡结伴发展
的常态交流机制。

“2022年 4月，我校联合丰县教
师发展中心成功申报了省基础教育
义务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项目，围
绕初中阶段‘大思政课’城乡一体化
育人进行深入实践和积极探索，着
力破解制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工
作机制、教师队伍等突出问题，取得
了良好成效。”西苑中学党总支书记
于欣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徐州推进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过程

中，西苑中学的校地合作模式只是
其中一例。2020年 9月，徐州市委
教育工委、市教育局出台《关于开
展“共享思政资源 大中小学一体化
推进思政教育 培养时代新人”项目
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在全市构
建一个有机的思政育人系统。此
后，该市结合在徐高校党建联席会
议制度，由中国矿业大学、江苏师
范大学、徐州医科大学和徐州工程
学院及相关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共
同牵头，组建起全市中小学共同参
与的 4个思政教育联盟，围绕思政
资源共享、思政教育交流、开展思
政课题研究等深入推进一体化思
政教育。

“为确保工作落地见效，我们还
将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纳入县级政府
教育督导、县级教育部门考核和中
小学校党建考核，并建立了党建、论
坛、网络、活动‘四大平台’，促进大
中小学提升思政教育的水平和贯通
性，增强工作实效。”徐州市委教育
工委副书记刘艳告诉记者，从制定
章程、签订协议，到逐步开放资源、

互派教师，再到课程研究、联办活
动，全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的步伐迈得稳健而坚实。

为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徐州
市还将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纳入全市意识形态建设责任清单，
县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考评实施方
案、徐州市新时代思政课建设实施
意见，不断细化一体化建设的内容
和要求。在此基础上，积极培育典
型示范，先后选树徐州一中、邳州市
八义集高中、徐州市民主路小学等
一批示范基地，形成了 30多个特色
品牌。

课程资源建设往实里走：
从“小盆栽”变“大风景”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怎样抓好课程资源这个关键？
如何在各学段循序渐进、螺旋上升
地开好既符合课程要求又有地方特
色的思政课？徐州给出的第一个答
案就是打磨贯通各学段的精品
课程。

（下转第2版）

扬州大学把志愿服务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实践育人的重要平台，通过思想引航、科技赋能和接力奔赴——

冬日清晨，扬州大学“顶瓜瓜”
志愿服务团队负责人、“黄瓜博士”
宿莉早早来到淮安市淮阴区丁集镇
黄瓜种植基地，与附近的种植户们
交流黄瓜越冬管理的技术问题。自
2009年起，这群与瓜田为伴的师生
们发挥专业优势，帮助当地黄瓜产
业攻克了土壤连作障碍、种植模式
单一等多座“大山”，助力地方打响
了“丁集黄瓜”特色品牌。

“顶瓜瓜”团队的故事是扬州大
学以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
缩影。多年来，该校坚持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把志愿服务作为高校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实践育人的重
要平台，引领广大青年学生把论文
写在广袤大地，将青春火种播撒到
基层一线，在实干和磨砺中成长为
助力乡村振兴的“兴农人”。

把牢航向，
让青年学生“下得去”

“就在这个月，我和团队成员已
完成了数十场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
基层宣讲”“群山无言，青春有声，我
们接力十载、踏光‘黔’行”……一句
句朴实无华的话语，打动了在场每

一位师生。
日前，在扬州大学举行的“闪亮

的青春”主题信仰公开课中，团中央
“青春心向党 奋进新征程”示范宣讲
培训班学员、扬州大学大学生红色
理论宣讲团成员刘思姚等多位优秀
志愿服务者们走上舞台，为大家深
情讲述在各自领域参加基层服务的
经历与感悟，给出了“青春是什么”
的最美答案。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如何才
能吸引更多青年学子积极投身其
中，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动力？扬
州大学在持续探索中，蹚出一条将
思政课的“红”与乡村振兴的“绿”深
度融合的新路子。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只
有真正深入基层，多读‘无字之书’，
才能收获不一样的成长。”前不久，
该校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定向“村官
班”的近百名学生，在全国“最美教
师”张洪程院士的带领下，走进扬州
市广陵区沙头镇创新试验基地，在
深入乡村的实践调研中上了一堂别
开生面的“田间”思政课。

“有了厚重的情怀，才能让青年
学子‘下得去、留得住’，这也是以

‘第二课堂’推动‘大思政课’建设的
重要环节。”扬大团委书记陈佩沛
表示。

近年来，该校依托“菁扬”系列
信仰公开课、“实践归来话感受”分
享会等多种形式，有力发挥农业领
域知名专家、优秀校友、青年典型的
榜样示范作用，让“乡土情怀”真正
根植到扬大青年的基因之中，年均
举办相关活动 1000余场，累计 3万
余人次参与。

科技赋能，
让志愿脚步“走得远”

一束“微光”能走多远？扬州大
学“青禾兽医”博士党员乡村振兴科
技实践团给出了答案：一群“兽医博
士”立足专业，结合生产实际，从智
能化“猪病诊断”领域切入，成功研
发“‘慧’养猪”等自助诊断猪病软
件，累计下载量达 4万余次，成为农
户们认可的疾病预警“哨兵”。

近年来，扬大千余名兽医专业
学子接力前行，发挥专业优势为养
殖户进行快速检测和鉴别诊断，帮
助超过 30家企业渡过非洲猪瘟的

“寒冬期”，足迹横跨江苏、安徽、甘

肃等省，志愿服务时长逾 50万小时。
不久前，“青禾兽医”团队的项目获
得第一届乡村振兴志愿服务技能大
赛一等奖。

“‘将论文写在大地上’，对我们
来说，就是以科技服务赋能乡村振
兴。”张志鹏是该校动物科学与技术
学院的博士研究生，也是扎根基层、
创办国内农牧项目孵化第一品牌“乡
信我”的青年创客。2013年起，由他
牵头组建的“‘牛’驻青春志愿服务团
队”扎根牧场一线，坚持送医、送技上
门，指导帮扶了 20余家牧场解决奶
牛乳腺炎“高发病率”“难治疗”等问
题，帮助牧场挽回损失1.2亿元，成为
了牧民们眼中最牛的“牛医生”。

近年来，该校积极开展菁扬
“乡”伴志愿服务乡村振兴“三大行
动”，实施青春助力科技兴农、青春
助力产业兴村、青春助力乡村治理
等三大项目，每年重点组建“乡村振
兴促进团”“志愿文明实践团”等项
目团队 200余支，提供返乡服务实践
岗位超过 500个，累计动员 8000多
人次大学生志愿者深入乡村一线，
成为了推动地方产业发展和乡村振
兴的坚实力量。 （下转第2版）

图片新闻新闻

“辰龙迎春，春联送福”，沛县沛城高级中学师生寒假期
间开展为居民写春联送祝福活动。一幅幅寓意喜庆的春联、
一个个饱含神韵的“福”字跃然纸上，活动现场墨香四溢、热
闹非凡，充满了浓浓年味。 颜龙 郭世明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 王子欣）
为进一步深化苏港两地教育合作
交流，扎实推进落实江苏省教育
厅与香港教育局合作备忘录，充
分发挥苏港澳基础教育合作联盟
作用，1月 25日至 28日，“同叙苏
港情，共筑家国梦”苏港友好学校
交流营活动在南京、苏州、淮安等
地成功举行。香港 7所中学 135
名学生、21名带队教师，与江苏 7
所结对学校师生代表面对面共话
苏港情。1月 25日，省教育厅副厅
长杨树兵，香港学生艺术文化交
流协会主席、香港教育局原局长
吴克俭在南京出席开营仪式
活动。

杨树兵在开营仪式上指出，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苏港教育合
作“双向奔赴”，将培养更多可堪
大任的栋梁之材。他希望参加交
流活动的学生能够加强相互交
流、增进彼此友谊，厚植爱国情
怀、团结奋斗精神，成为报效国家
志同道合的好伙伴。香港青少年
在江苏要充分感知中华文化的博
大精深，充分了解国情省情，切实
增强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识，
为服务香港、报效祖国贡献青春
力量。回到香港后，多和家人朋
友分享在江苏的故事，鼓励更多
身边的同学到江苏访问交流、学
习深造，成为促进交流交往、融合
发展的桥梁纽带。

香港英华书院校长陈狄安此
前来过江苏 2次，洽谈合作交流事
宜，此次带着 20多名学生到访江
苏，让他们亲身体验到江苏的人
文风情、教育模式。“南京外国语
学校是一所很棒的高中，期待今
后在与南外的交流中汲取更多经
验和智慧。”

“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遇
到的一个个人、一件件事就是一
面面镜子，从镜子中我们认识世
界、发现自己。相信此次交流活
动会让苏港两地的孩子们增进见
识、共同成长。”南京外国语学校
党委书记刘前树表示，这次交流
活动是苏港友谊的桥梁，也是共
同进步的基石。除了教育方面的
交流互鉴，访学活动更是一种文
化交流，能让江苏形象和文化名
片被更多人看到。

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学生们先后走进南京博物
院、周恩来纪念馆、苏州平江路、中国泥人博物馆等，
实地感受江苏的厚重历史文脉与辉煌的现代发展成
就。各结对江苏友好学校还组织开展了系列校园参
访和交流活动等。

“与你相遇好幸运……”在香港九龙真光中学的
谢欣怡、金晓莹等同学带来的二重唱《小幸运》里，他
们道出了心中最想说的话。“这几天虽然天气寒冷，
但一直有股炙热的火苗温暖在心头。”谢欣怡说，此
次研学行不仅深入了解了江苏中学的课程内容，更
在名胜古迹的游览中筑牢了家国情怀。

本报讯（记者 陈思洋）
近日，无锡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全文公布了新
修订的《无锡市教育督导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这
是该《条例》施行 19年后的
首次修订，修订后的《条例》
共六章三十一条，坚持新时
代教育高质量发展导向，聚
焦无锡教育督导工作实际，
从完善管理体制机制、明确
实施规范要求、落实督导结
果运用等方面对教育督导
进行了制度安排，具有较强
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修
订后的《条例》将于 5月 1日
起施行。

据介绍，该《条例》将保
障教育优先发展和高质量
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作
为重点目标和要求。《条例》
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教育督
导工作中存在的体制机制
不健全、权威性不够、结果
运用不充分等突出问题加

强制度设计，明确建立督
政、督学和评估监测三位一
体的教育督导运行机制，对
确定教育督导事项、规范教
育督导程序、加大督导问责
力度等作出相关规定，努力
破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难
点痛点问题。

《条例》还注重彰显无
锡特色，如明确“教育督导
主管部门应当健全特约教
育督导员制度”，规定“教
育督导的基本形式为综合
督导、专项督导、经常性督
导和随访督导”，对经常性
督导的组织、实施和条件
保障予以明确，提出“教育
督导主管部门应当整合教
育监管力量，建立教育督
导与教育行政审批、执法、
处罚的联动机制”等，对有
效推进教育督导规范实
施，强化教育督导工作保
障，提升教育督导治理能
力，助推现代化教育强市
建设，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具有重要意义。

无锡修订教育督导条例

启事启事：：因春节放假因春节放假，，本报本报 22月月77日至日至22月月1616日休刊日休刊44
期期，，22月月2121日恢复出版日恢复出版。。

同
叙
苏
港
情

共
筑
家
国
梦

1

月25

日
至28

日
，苏
港
友
好
学
校
交
流
营
活
动
在
江
苏
成
功
举
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