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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动态

莲都区慈善总会走进大港头学校
“在这寒冷的冬天，陈金英奶奶给我们送来了羽绒裤，让我

们感受到温暖关怀，我们一定会把爱心传递下去……”，近日，莲
都区慈善总会携爱心人士陈金英在大港头学校举行 “爱心暖童
心”活动，给初中学生带来三百条御冬的羽绒裤，捐赈仪式上，学
生代表 701 班周逸祺同学说出发自肺腑的感言。

当“爱的奉献”音乐响起，学生代表走上台，陈金英把羽绒裤
递到孩子手中，一个敬礼，一句“谢谢奶奶”，老人家露出了幸福
的微笑。 大港头学校校长王景鼓励全体学生要把社会的关爱化
作自强不息、奋发学习的动力，化作克服困难、知难而进的勇气，
珍惜学习机会，好好学习，用优异的的成绩回报爱心人士及社会
各界的关爱。 李平

灯塔幼儿园开展
“关于园本课程的组织与实施”培训活动

近日，来自全省各地的 60 多位资深幼儿教师来到莲都区灯
塔幼儿园开展“关于园本课程的组织与实施”的专题培训活动。

活动中，园区邀请浙江师范大学博士张莹，对该园的户外活
动、体育集体教学活动的开展进行了深入的指导，同时园区的三
位骨干教师还带来特色园本课程展示。 参加培训的教师们对该
园的课程给予了高度评价，“专家的点评和教师们的思维碰撞，
让我们的园本课程得到了细化，促进了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 ”
灯塔幼儿园的教师说，经过进一步的探索和实践，园区的课程建
设会更加成熟和完善。 陈玥

松阳职业中专开展松阳高腔社团课程
近日，在松阳职业中专的音乐教室里，松阳高腔作为社团活

动首次开课， 学校特别聘请了松阳高腔协会主席吴永明和他的
搭档为同学们上课。

松阳高腔是应同学们的要求而新增的社团活动，共有 20 位
女生、8 位男生参加，每周二、周四课余时间开课。 吴永明是松阳
高腔男旦艺术的传人，一张口，便让人领略了松阳高腔带衬字衬
词吟唱的独特风格， 加之高八度假嗓帮腔， 花旦的韵味呼之即
出，深深吸引了在场的所有同学。 “松阳高腔是传承了 600 多年
的古老艺术，能在校园里学习到这门艺术，太让人惊喜了！ ”报名
参加该社团课程的学生说。 徐慧爱 吴夏香

云和职技校开展
垃圾分类主题系列教育活动

日前，云和职技校开展了“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的主题系列
教育活动。17 学前 1 班李思思同学宣读了“垃圾分类 从我做起”
的倡议书，让大家了解垃圾分类的知识及意义，随后，同学们在
德育处的组织下，有序地在横幅上签下“承诺”，这不仅是对自己
言行的约束，更是一种规范。

除利用黑板报、橱窗宣传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外，学校还在
校园内、 教室里设置分类垃圾桶， 将垃圾分类工作真正落到实
处。 今后，学校还将陆续开展“垃圾分类”知识科普竞赛、“变废为
宝”创意作品展、社会宣传实践等活动，引导同学们用实际行动
来践行文明环保、资源循环利用。 “学校开展各项活动，让环保意
识和资源回收利用的分类意识更加深入人心， 让全校师生养成
自觉主动分类投放垃圾的行为习惯， 营造充满绿色氛围和生命
气息的校园文化。 ”学校教师说。

高峰

不忘扶贫初心 牢记攻坚使命

丽水电大助力跨省智力扶贫脱贫
� � � �本报讯（通讯员 胡德华）近日，
由丽水市对口支援办公室和青海省
海西州扶贫开发局主办、 丽水市乡
村振兴讲习所（丽水广播电视大学）
承办的青海省海西州智力援建精准
扶贫培训班圆满结束。 参加培训的
学员为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扶贫干
部及乡村第一书记、 扶贫工作队干
部等。

本次培训把进一步解放思想 ，

提高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工作的政策理
论水平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推动跨
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目标任务 ，
在课程设置上既有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以及精准扶贫脱贫政策解读、扶贫
干部阳光心态等， 还有让民宿引领乡
村振兴、 发展特色农业， 加快精准脱
贫、推进农村电商发展，增加农牧民收
入、建设美丽大花园，助力生态旅游发

展、 加强农村合作社集体经济财务管
理， 提高资金营运管理等实用性和操
作性极强的实战课程。 此外，培训期间
学员们分别到莲都、缙云、青田 、龙泉
和云和等地的相关部门、 单位和消薄
村现场观摩，开展面对面座谈交流。

学员们纷纷表示， 本次培训得到
了很大的启发， 只要毫不动摇地实施
精准扶贫脱贫战略， 坚定不移地走乡
村振兴之路， 必定能实现全面小康 。

“这次培训不仅让我们拓宽了知识视
野， 了解丽水干部扎实敬业的工作作
风， 而且更好地掌握了精准扶贫脱贫
工作的技巧， 增强了做好精准扶贫脱
贫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海西州阳康乡
人民政府第一书记洛桑卓玛说， 回去
后一定要以崭新的姿态， 更高的要求
鞭策自己， 用饱满的热情带领群众并
肩打好脱贫攻坚战。

水东小学开展“信息技术下的精准教学”培训
� � � �本讯报（通讯员 吴妍）近日，莲
都区水东小学举行 “信息技术下的
精准教学”全员培训，特邀原水东小
学教师、教育学硕士、市教坛新秀 、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王姝开展讲
座，分享精准教学经验，并对教师们
在教学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解
答。

讲座中， 王姝结合自身的教学

经历， 讲述了她在信息技术与学科融
合方面的探索实践， 并通过现场操作
演示， 向老师们展示了如何利用信息
化条件下大数据的分析， 精准定位学
生在训练过程中知识掌握的薄弱点 ，
并通过变式强化训练及时反馈目标达
成情况，达到课堂教学内容高效精准、
课堂结构精巧紧凑、 课堂目标具体可
测的效果。 此外，王姝还演示了希沃白

板、班级优化大师等软件，并与现场老
师进行互动， 让老师们充分体验到信
息技术与现代化教学设备给教学工作
带来的便捷。 在场的教师纷纷表示，在
“互联网＋”的教育背景下，将信息技术
融入课堂教学，既能提高课堂效率，还
能增加与学生的互动性， 老师能有针
对性地教，学生能有目的地学。

本次培训让教师对于“信息技术下

的精准教学”的认知更为准确、深刻，对
于探究信息技术与学科教育的有效整
合充满了兴趣。 “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
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教育现代化的必
然趋势。 作为教师，一定要不断更新教
育观念， 扎实推进信息技术渗透下的
新型教学理念和策略， 促进信息技术
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 ”校长叶芳说。

� � � �近日，莲都区机关幼儿园教育集团开展“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主
题活动，通过认识垃圾分类标识，区分各种垃圾的类别，进社区发放垃圾
分类宣传册，家园联动进行垃圾分类等活动，让孩子为文明城市常态化创
建增添一份力量。

通讯员 郑丽 摄

缙云紫薇小学教师到凝碧送教
� � � �本报讯 （通讯员 刘跃新 杜益杰）
送教 26 节课 ，一个专题讲座 ，时间长
达一个星期 ， 内容涵盖所有的学科
……近日，缙云县紫薇小学的 28 位党
员教师在凝碧小学开展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送教活动。

缙云县凝碧小学位于新建凝碧
村，是一所村完小，学校只有 8 位教职
工，教师间的交流具有局限性，对平时
的教学困惑与困难往往不能及时解
决。 针对凝碧小学的这一突出状况，紫
薇小学党总支采取“他急需什么，我们
就送什么！ ”的“地毯式”全方位送教方
式， 切实解决凝碧小学教师日常教学
中的难题。

“我明白了，原来上数学课要贴近
学生的生活， 注重学生对周围世界与
生俱来敏锐的洞察力和需要， 选择符
合学生年龄特点的方式学习数学 ，让
孩子自己去探究、去体验。 ”凝碧小学
教师章林秋在上《数图形的学问》一课

中， 觉得学生并没有利用画示意图或者
根据发现的规律来解决问题， 就请全国
数学课堂教学一等奖获得者紫薇小学教
师朱伟森上接下来的一课 《比赛场次》，
在听完课后，章林秋茅塞顿开。

紫薇小学送教的 26 节课都是在凝
碧小学自然教学进度的基础上， 针对下
一课时展开教学的。“以前送教的课大多
都是送教老师经过多次磨课后的精品
课， 我们只知道课上得很好， 但很难学
到。这次不一样，紫薇小学的老师是根据
我们的需要来安排课程， 他们送的课是
实实在在的家常课， 又是深受孩子们喜
爱的高效课，真正做到了精准送教！ ”凝
碧小学沈娅老师说。

“既然送教，内容就要由对方决定，
对方需要什么我们就送什么， 这样才能
充分发挥紫小党员名师的示范引领作
用，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 ”紫薇小
学校长赵力乾说。

缙云县职成教育：
打造国家级品牌 助推乡村振兴

缙缙云云烧烧饼饼技技能能竞竞赛赛。。

本报记者 兰伟香 周如青
通讯员 楼伟峰

在缙云采访，听到的是缙云教育
以高质量发展谋求改革新高度的铿
锵脚步；感受到的是缙云县职成教育
发展的决心和勇气。

缙云，正深入推进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打造
国家级职成教育品牌。

一直以来，缙云县委、县政府高
度重视和支持教育事业，其中，对职
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更是大力扶持，使
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优异的成绩，
培养了一大批支撑“缙云发展”崛起
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2012 年到 2017 年期间， 缙云县
5 次被评为省职业教育挂钩考核先
进单位，累计获得省财政奖补资金超
2200 万元；2017 年全省共有 12 个县
入围第四批国家级农村职成教示范
县创建名单，缙云县位列其中。

多年来，缙云县不断完善职业教
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强化统筹协调，落实各项发展
措施，服务产业结构调整和技能人才
培养， 助推美丽乡村建设和乡村振
兴。

工工艺艺美美术术学学校校助助力力仙仙都都 55AA 创创建建。。

电电梯梯检检测测与与维维修修技技能能竞竞赛赛。。

真金白银大力投入
职成教育持续发展

教育投入是支撑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基
础性、战略性投资，是发展教育事业必不可少
的物质基础。 办好教育是各级党委、政府的共
同担当，而这个担当就是要拿出“真金白银”
大力投入。

缙云切实做好抓投入，促保障，加大资源
整合力度，优化职教资源配置。

据缙云县教育局樊必英老师介绍 ，2017
年 5 月，缙云县通过了《缙云县职业教育资源
调整方案》，提出加大财政投入，加强职教资
源整合———将现缙云县工艺美术学校校址与
缙云县教师进修学校、 浙江省广播电视大学
缙云分校校址互换； 将进修学校学前教育专
业并入工艺美校。 调整后，全县职业教育从 2
所职高、1 所成人中专，调整为 2 所职高，形成
缙云职业中专以工科类为主、 缙云工艺美校
以艺术类为主的 “一工一文” 的职业教育布
局。

2017 年， 全县用于职成教资金达 1.34 亿
元，职教资源配置得到进一步优化。 2017 学年
职高学生免学费、 助学金合计为 1773.27 万
元。 全县成教经费列入专项预算，2017 年成人
教育专项经费 165.3 万元，人均 4.49 元，分别
是浙江省和全国人均标准的 2 倍和 4 倍多。

同时，为支持农民培训，缙云县财政每年
安排 120 万元“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培训

专项资金，支持各类农民技术培训；每年安
排 500 万元资金，用于“缙云烧饼 ”品牌发
展。

深化改革强筋健骨
携手共进久久为功

缙云县抓改革，促提升，建立了校企合
作长效机制，推进办学模式改革。 如缙云职
业中专与县内外 60 家企业共建职教集团，
缙云工艺美校与 30 多家企业建立了深度
合作关系； 缙云工艺美校通过创办文创协
会等文化活动，加强了学校与政府、行业、
企业的联系，促进了教育教学改革。

早在 2007 年， 缙云县壶镇成技校试水
电子商务培训，深化校企合作，助力当地一
个贫穷落后的偏僻小山村成功打造成中国
户外淘宝第一村。 2013 年，北山村被评为全
国首批 19 个淘宝村之一，2015 年， 被评为
浙江省电子商务示范村。 2014 年北山村作
为“淘宝村”的代表，登上了美国著名的 CN鄄
BC 频道。 昔日的“烧饼村”“草席村”蜕变成
为远近闻名的“淘宝村”。在壶镇成技校的大
力培育下，目前，北山村约有 70 户村民、120
人开淘宝店，2017 年的总销售额达上亿元。
“北山模式”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引起全国
关注，而今“放下锄头，点下鼠标，生意做成”
成了不少农民生产生活的真实写照。

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实施，推进了育人模
式的改革。缙云职业中专作为省级现代学徒
制试点学校，构建了“学岗直通、四标四位合
一” 的现代学徒制新模式，2018 年提出了
“政—企—校”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
课程改革上深化选择， 不断提高了育人水
平，做到了专业参与率、学生参与率、专业课
到实训室开设比率三个 100%。 推进了中职
教学诊断和改进、中职教育年度质量报告等
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高了育人水平。

方兴未艾欣欣向荣
职业教育高位发展

自示范县创建以来， 缙云县促成了农
村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和社区教育的 “五
力”发展（合力、实力、培养力、服务力、发展
力），推进了区域产业发展、新农村建设和

乡村振兴。
一大批优秀毕业生在当地传为佳话 ：职

业中专的毕业生里面出了一名全国人大代
表。 今年 3 月，该校毕业生黄美媚以全国人大
代表的身份， 在北京参加了全国人大代表大
会，并在两会上提交了 2 份议案。 毕业生吕瑞
创办了“麦田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工艺美校
毕业生周杰赢如今是宁波南辰北斗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他的漫画《罪八仙》在
全网连载， 投放仅两个月就被漫画岛百万买
下独家发行权。 同样毕业于工艺美校的吕晓
辉作为国内建筑行业知名的先锋设计师，先
后主持参与过裸心谷、三九坞乡村民宿、西坡
山乡度假村、 隐居莫干等一系列德清乡间度
假屋的建筑设计，这些“洋家乐”成了当地乡
村旅游最知名的品牌，短短几年，莫干山麓很
快形成了一个“洋家乐”群落，每年吸引十几
万人旅游度假……

多年来，缙云职业中专将“鼎文化”与“工
匠精神”全面融入学校的内涵建设当中，搭建
了“人人出彩、多样成才”的成长舞台，培养了
一批具有鼎匠气质的“丽水技工”，为丽水市
“1+9+5”生态产业建设提供了强力人才支持。
作为浙江省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 缙云
职业中专堪称现代学徒制的校本化 “实验
田”。 该校毕业 5 年学生的平均创业成功率为
37%。 作为一所县级中职学校，缙云职业中专
在创新创业教育领域的突出成果令人诧异。
而这一数据背后是学校坚持十年之久的 “变
法”。

在缙云工艺美校， 该校充分发挥艺术人
才汇聚优势，积极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是
缙云“美丽经济的开发者、经营者”。 该校参与
了全县近 30%文化礼堂设计与制作； 参与了
“笕川花海”项目的策划与设计，让 500 亩土
地变成年收入超三千万的旅游热点景区；把
“缙云岩宕 ”打造为 “江南石窟 ”带动乡村旅
游； 参与策划与设计的缙云县 2016、2017 年
农博会和 2018 年茶博会展馆以鲜明的缙云
文化特色，独特的创意设计，深受与会者的好
评；参与了古堰画乡的“丽水画境”项目建设；
组织师生为土面、黄茶等缙云土特产、伴手礼
的包装设计，服务区域文化产业发展。 其中，
土面包装设计得到 2018 年丽水市党代会与
会领导的高度好评。 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室
《调查与思考 》以 《因材施教 ，拓宽成才之路

教产结合， 成就特色名校》 为题刊发其典型案
例，全省推广。

多年来， 不断发展中的缙云职成教育人才
培养数量和质量稳步提升。毕业生供不应求，就
业率保持在 99%以上。 “缙云职业学校和成人
学校承担起了为乡村振兴培养人才， 解决困难
家庭孩子的培养和就业问题之重任。”缙云县教
育局党委书记、局长谢身言表示，目前缙云已经
形成以政府主导、教育主管、部门配合、社会参
与的一体式协同推进机制。接下去，缙云县将继
续立足县域实际， 把职成教工作作为一项惠民
工程来抓，以现代教育理念为先导，逐步优化专
业设置，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提升教育质量与效
益。继续细化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的功能定位，
实现错位发展。

技养农民，薪火相传。缙云职成教育助推了
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黄茶、麻鸭、对虾等农业
方兴未艾，形成了“缙云烧饼”“缙云月嫂”“电子
商务”“乡村春晚”等多个培训品牌，有力地支持
了“生态富民 、工业强县 ”建设 ，促进了乡村振
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