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８）2151186 邮箱：lsrbjy@163.com
版面主持 周如青 责任编辑 黄晓俊 版面设计 子 晓

教 育 新 闻
JIAO YU XIN WEN 4２０19 年 4 月 17 日 星期三

■教育动态

� � � �缙云召开社区教育干部培训会议

4 月 12 日，缙云县社区教育干部培训会在新碧街道社区学校
召开。

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主任程晓建作了《社区教育助力
乡村振兴》讲座。 程主任从党的十九大报告解读出发，对照乡村振
兴的条件、内涵，对社区教育的价值、功能、主要任务、巨大作用、
工作重心与方向、存在的薄弱环节等方面作了详细解说。 在听取
了缙云县社区学院和新碧成技校等 9 所区域成校、乡镇社区学校
的社区老年教育和家庭教育工作汇报后，程主任高度肯定了缙云
县社区教育工作，并就课题及项目申报、典型经验总结提升、对外
宣传报道等具体工作作了认真的指导。

缙云社区学院和各街道、 乡镇社区学校 40 多名成人教育干
部参加了本次培训。 学员们纷纷表示，本次培训会为今后开展社
区教育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各兄弟学校的典型经验介绍为
开展工作提供了样板、标杆，今后一定会积极弘扬“浙西南革命精
神”，拓宽思路，深挖潜力，关注老年教育，加强家庭教育，为助推
乡村振兴和“丽水大花园”建设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陈丽建 尚小军

缙云东方学校
举办革命故事大王校级赛

弘扬”浙西南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近日，缙云县东方学
校举办以“弘扬‘浙西南革命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为主题的“红
色浙西南”故事大王校级赛。

本次比赛分低中高三个年级开展，分别是一至三年级，四至
六年级，七至九年级。 演讲席上，小选手们讲述了《红英团占领缙
云县城》《红色革命 红色缙云》《两只“红军碗”》《喋血壶镇》《缙云
好儿女 热血献革命》《红色在我心中》和《远近闻名的红色村》等
一个个浙西南革命故事。 每个人 5 分钟的演讲时间，讲不完枪林
弹雨和排山倒海的炮火中那舍己救人的大无畏精神，道不尽现代
少年对先烈的深深缅怀。

经过现场评比，田富方、陈铝娜、杨静雯、丁君楷、苏怡、麻津
彪、金陈佳和杨丰宇八位同学被评为本次校级赛故事大王，并被
学校选送参加县级“红色浙西南”故事大王评选大赛。

卢宝双

缙云盘溪中学开展
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主题讲座

近日，缙云县盘溪中学邀请该校退休党员教师林祝枝，为全
体同学作《弘扬践行”浙西南革命精神“ 争做新时代追梦人》主题
讲座。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林祝枝从红十三军在缙云一带的革命
故事、处州（原丽水市）特委和缙云县委在大源镇的艰苦革命岁
月、缙云籍革命烈士蔡鸿猷的英勇事迹出发，向盘溪中学的全体
师生全面、细致地讲解了浙西南的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并勉励
学校师生，要敢为天下先，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克服一切困难，争
做新时代追梦人。

卢祺奇

莲都机关幼儿园教育集团
开展联合主题党日活动

日前，莲都区机关幼儿园党支部党员走进联城街道张村街村
党总支开展联合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 ，两个支部的党员同志郑重地重温了入党誓词 ，缴
纳了党费 ，认真学习了党规 。 此外 ，党员教师们还带着牛奶 、
水果等看望了空巢老人谢春兰 ，亲切慰问了腰椎受伤住院的
八十几岁高龄的离退休教师喻华敏 ，为她们送去了关怀与祝
福 。

曾荣芬 张卉

遂昌应村小学
“首届春笋节”热闹举行

近日，遂昌县应村乡中心小学举行“相约桃溪·漫游竹海———
首届春笋节”，无处不在的竹元素、气势浩大的舞台、盛装打扮的
师生们使得这个山村小学显得异常热闹。

春笋节内容丰富 ，结合校园文化特色而编排的 《竹竿舞 》、
群舞 《桃溪竹儿 》、《竹娃秀笋 》《竹诗朗诵 》等节目让师生们感
受到了竹文化的魅力 ；笋王挑战赛上 ，同学们扛来自家 “最长 ”
“最重 ”“最酷 ”的竹笋 ，自信满满地向 “笋王 ”发起挑战 ；创意竹
制品展展出了丰富的竹制小物件 ， 也亮出了同学们的手工绝
活 ；还有抱笋接力 、金笋脱壳等比赛更是考验同学们干农活的
水平 。

作为竹文化特色校园，近年来，应村乡中心小学不断开拓创
新，在校园文化建设上面下足功夫，建成竹文化馆、举办竹娃科技
节、推出竹编画课程等，每一项都为校园特色竹文化赋予新的活
力。

桂思雅

莲都培红幼儿园有个木工坊

近年来， 莲都区培红幼儿园通过打造木工坊专用活动室，让
幼儿自己画、自己切、自己割，培养他们的科学探究、艺术创作和
动手能力。 图为幼儿自己动手切模型。

吴旭勇 张卉

丽水电大助力恩施市精准脱贫
� � � �本报讯（通讯员 胡德华）“这次
培训真是太接地气、太实用了！ ”在
近日由丽水广播电视大学举办的创
业致富带头人培训班结业典礼上 ，
来自湖北省恩施市太阳河乡金峰山
村致富带头人周继林特别高兴，“通
过培训我才发现原来村里的脱贫项
目这么多，现在自己有信心了，回去
帮助和带领村民做好项目 ， 好好
干！ ”

恩施市共有 80 多万人口，现有
绝对和相对贫困人口 20000 余人 。
为了帮助恩施市确保完成 2019 年
脱贫任务， 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社
会的奋斗目标，近日，丽水电大举办

了面向恩施的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
人培训班。 培训班由恩施市人民政
府扶贫办公室、 恩施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等单位联合主办， 分 5
期进行，首期共有 66 位创业致富带
头人参加。

培训内容丰富详实， 针对性和
操作性强。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县域
电商发展模式—县域电商公共服务
体系建设》《精准脱贫项目选址与推
进》《农产品营销与区域品牌建设 》
《互联网新思维发展》《农旅融合实
务》《农村电商创新创业项目的创建
与政策解读》等。

与以往培训不同的是， 本次培

训还专门围绕如何尽快精准脱贫进
行了面对面交流与讨论， 针对恩施
实际情况分别确定脱贫项目， 恩施
市扶贫办、学员以及丽水电大专家、
教授三方围坐在圆桌前就脱贫项目
的谋划、可行性及如何推进想办法、
出点子。 有的提出，配强领头雁，选
好村班子， 通过精准化教育培训提
升村干部整体素质，强化人才支撑，
让队伍在脱贫一线强起来；有的说，
引导和鼓励外出创业能人、 乡贤回
报家乡，返乡投资；也有的表示 ，着
力推动造血项目落地生根， 以项目
为王，增强自主“造血”功能，通过农
旅融合、集体物业等项目，走出一条

高质量发展之路 ；还有的提出 ，盘活现
有资源 ，强化资源整合 ，用活资源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等等。

据不完全统计， 通过此次培训，结
合恩施市情、村情实际，有 2/3 以上的致
富带头人找到了帮助贫困村民精准脱
贫致富的新项目。

“丽水电大邀请的专家 、教授理论
功底深厚，实战经验丰富。 他们用自己
的智慧和技术助力我们恩施精准脱贫。
此刻的心情只能用激动不舍、万分感谢
来表达。 暂别了，期待下次再来丽水培
训学习。 不，但愿再来丽水时我们都已
经完成了脱贫任务。 ”在培训结束返程
时，学员们纷纷表达了学习感想。

� � � �近日， 遂昌县三仁幼儿
园畲文化传承周活动热闹举
行，唱畲歌、跳竹竿、竹操、服
装秀，孩子们身着盛装，在富
有浓郁畲族特色的项目中体
验民族文化的魅力。 图为学
生敲着竹排琴唱着畲语童
谣。

通讯员 游语心 摄

书法名家郑晓华勉励母校孩子弘扬书法艺术
� � � �本报讯（通讯员 陈雪丽）近日，
“黄帝缙云·人间仙都”全国书法名家
邀请展在缙云举行，吸引了丽水各县
（市、区）及金华、仙居等地的书法爱
好者争相前来一睹书法名家的风采。
其中郑晓华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
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同时，他还是土
生土长的缙云人。

郑晓华出生于缙云县五云镇丹
阳村， 曾就读于缙云县实验小学 ，

1983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
系， 师从我国书法界耆宿欧阳中石
教授，1998 年毕业获博士学位，为我
国首届书法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

此次回到家乡， 郑晓华特地回
到母校走一走， 参观了学校的书法
展览室， 观看了书法社团孩子们的
现场练写活动， 当场作了细致的指
导。 当得知母校是全国首批“优秀传
统文化进校园”试点学校，书法教学

成绩斐然，在浙江省“兰亭奖 ”中小
学生书法大赛、 浙江省中小学生书
写大赛、 浙江省规范汉字书写比赛
等重大赛事中屡获佳绩， 目前正在
争创“浙江省书法特色学校 ”时 ，郑
晓华十分高兴。 他说：“学校领导重
视，老师给力，同学们学习书法的路
子正，基本功扎实，已经具备省书法
特色学校的创建条件了。 ”他还勉励
孩子们再接再厉， 进一步传承优秀

文化，弘扬书法艺术。
郑晓华还为母校正在编印的《师生

书法作品集》题写书名。 “五云墨韵”四
个大字雄强豪放，饱含着他对母校的深
情厚爱与殷殷期望。 同行的书法家也纷
纷挥毫泼墨，以该校的治校思想、校训、
校风等为内容创作了一幅幅作品，用各
具特色的书法语言表达了对学校的期
盼和嘱托，给孩子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化
礼物。

云中多措并举力促青年教师成长
� � � �本报讯（通讯员 陈颖）“好的课
题需依靠问题引领， 课题研究要与
教学同步。 ”日前，在云和中学“未来
之星·青年教师” 成长专题讲座上，
丽水市语文名师兰琴岳鼓励青年教
师要做一名研究型教师。

“教而不研则浅， 研而不究则
空。 ”为了促进青年教师的相互学习
和交流，达成最优的教学共识，提升
教学和科研水平，这段时间，云和中
学组织开展青年教师成长系列活
动，内容设有课堂教学大比武、说课
比赛、 模拟课堂教学评比、“夜学沙

龙” 学习制作微课、 教科研论文评
比、开设专题讲座等，多措并举助力
青年教师成长。

在专题讲座中， 学校心理专职
教师林施派以 “生涯规划” 为切入
口， 通过 “画出五年后十年后的自
己”这个游戏互动，让青年教师体会
生涯规划对学生长远发展的重要
性。 林老师说，生涯规划对青年教师
自身也是如此，规划的是未来，成就
的是“未来之星”。

此次活动适逢云和县优质课评
比， 该校语文组和数学组的青年教

师便在课堂上展开“大比武”。 数学
组的廖爱国老师的 《等差数列前 n
项和》一课教学设计精彩，情景创设
引人入胜，问题设计层层递进；钟顺
荣老师的 《等差数列前 n 项和 》一
课，从学生熟知的高斯故事开始，经
历从特殊到一般的探究过程， 注重
学生思维的启发。 而语文组的 5 位
老师则以《烛之武退秦师》一课进行
了同课异构， 如商晓丽老师带领学
生详细解读了文章的用词、 逻辑和
语气， 从三个方面学习了选文的语
言之美；杨美燕老师则结合古文“因

声求气”的语言特点，对佚之狐、郑伯、烛
之武人物形象进行了分析， 使学生领略
到不同人物形象的不同风采。

据该校教科处王厚荣老师介绍，这
几年，云和中学以“未来之星·青年教师”
培养学校为主阵地， 每年举办 “未来之
星·青年教师”培训班，有计划、全覆盖地
推进青年教师培养工作；“青蓝工程”师
徒结对， 师徒间形成一种互为激励的动
力支撑，一起摘取“教学相长”的硕果；青
年教师“夜学沙龙”， 思想的碰撞激发出
创新的火花； 邀请校内外有经验的教师
开设讲座，指导青年教师成长。

缙云庆元两校以“信”为媒架起“同心桥”
� � � � 本报讯（通讯员 施慧英 麻红
霞 ）“嘿 ， 很高兴认识你 ！ 不吃烧
饼 ，白来缙云 。 听说缙云的美食套
餐———烧饼馄饨，可好吃啦！ 我真
想尝一尝呀……”生平第一次收到
回信 ，缙云县紫薇小学五 （3）班的
范欣雅同学紧张又激动 。 她说 ：
“我仿佛看到了远方不曾谋面的
朋友在书桌上认真书写的模样 。 ”
今年开学后 ， 缙云县紫薇小学与
庆元县城东小学两所学校在五年
级学生中开展了一场以 “书信 ”为
媒的联谊活动 。 继 3 月份紫薇小

学学生主动给庆元的小伙伴寄出
信后 ，这几天 ，孩子们陆续收到了
回信 。

“烽火连三月 ， 家书抵万金 ”
“复恐匆匆说不尽 ， 行人临发又开
封”……古诗词中的书信总能拨动
游子最柔软的心，也能让人感受到
古人深沉的思想内涵和悠远的人
生韵味。 而在互联网时代 ，作为传
统交流工具的书信已经慢慢从大
众的视野中消失。可是散发着阵阵
油墨香的书信却是哪一种聊天软
件都无法替代的。

紫薇校长赵力乾说 ，学校教学
应该基于小学教材 ，高于教材 。 这
场以 “书信 ”为媒的联谊活动旨在
引导学生走出课本 ，将课本中学到
的知识在生活中得以实践。孩子们
在书信中谈天论地 ，在书信中分享
快乐与烦恼 ，叙说趣事趣闻 ，交流
学习收获与阅读感悟……“写信本
身有一种倾吐的快感 ，等待收信的
过程也是一种独特的享受 ，小小的
信封 ，薄薄的信纸 ，承载着书信独
特的美和艺术价值……”这种无声
的交流是属于两所学校同龄人的

“青春秘密 ”。 同学们将那些浸润情感
的信件装入信封 ， 仔细封好 ， 递入邮
筒 ，通过邮递的方式 ，寄到对方手中 。
这种感觉已赋予了文字本身特别的意
义 。 位于丽水一南一北的这两所学校
也因书信架起了友谊“同心桥”。

“书信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 。 相信这样
的活动会让两所学校的友谊之花开得
更加灿烂 ， 更会在孩子们的心中增添
一抹灿烂而美好的童年回忆。 ”组织此
次活动的紫薇小 学 老 师 陶 晓 丽 如 是
说。

处州中学女足再次摘得省赛冠军
� � � �本报讯 （通讯员 朱旭芳 章媚
林明）4 月 12 日， 由浙江省教育厅、
省体育局主办的 ZSFL 浙江省第十
届校园足球联赛初中女子组总决赛
在衢州市落下帷幕，莲都区处州中学
足球队以全胜战绩荣登冠军宝座。这
是处州中学女足继 2013 年、2014 年
后又一次获此殊荣。

参加本届校园足球联赛初中女

子组总决赛的共有 14 支球队， 由各
地市级联赛第一名和上一届省总决
赛前三名球队组成， 实力都不容小
觑。

处州中学女足队虽然实力较强，
但不久前梅璟艳、占林飞两位队员入
选 U—16 女足国家队， 缺席了本次
比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女足的整
体实力。但学校并没有因此而轻视比

赛。 出征前，校长涂智峰专门召开动
员会，鼓舞士气，给队员们加油打气。
队员们抱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
心，踏上了出征之路。

赛场上，处州中学女足队一路过
关斩将，决赛对阵杭州市景芳中学 5:
2 获胜，以全胜战绩，夺得初中女子
组总决赛冠军。 同时，队长朱嘉玥同
学获得 “最佳阵容球员”“最佳球员”

荣誉称号。
近年来，处州中学在足球竞技体育上

捷报频频， 这与学校多年来对校园足球
的坚持和坚守是密不可分。 作为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 省阳光体育后
备人才基地学校、省足球定点学校、丽水
市足球训练基地， 处州中学致力于校园
足球发展，足球场成了孩子们的乐园，足
球文化成了校园文化的重要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