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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学生职业能力基础

近年来，丽水中专毕业生幼师
资格证的取证率达 90%以上，就业
率 96%以上。

办学资源和生源质量并不占
优的丽水中专，缘何在学前教育人
才培养上取得骄人的成绩？丽水
中专校长胡锋吉认为，学校抓好课
程建设是关键，让学生通过五年一
以贯之的课程架构和实践体系，掌
握扎实的专业技能，增强了他们就
业核心竞争力。

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职业性的
养成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学习和
实践。为确保学生能力养成，丽
水中专突出中高职衔接，一体化
培养，用五年时间，夯实学生的师
德素养、文化素养、专业技能素养
和实习实训素质。通过构建“全
课融入、实践培育”的立德树人体
系，把思政教育、教育情怀培育贯
穿五年教育教学全过程，融入主
题教育、专业课程、实习实训、技
能大赛中，塑造富有特色的“有
爱、细致、专业、创新”的幼教专业
精神。

作 为 一 所 老 牌 中 等 师 范 学
校，四十多年来，丽水中专教师教

育的传统从未间断。不论是当年
的小学教育师资培养，还是今天
学前教育师资的培养、培训，他们
都特别重视教师岗位能力的养成
和训练。

学 校 75% 的 学 生 来 自 各 县
（市、区）乡镇，对于他们中的绝大
多数人来说，学前教育所需要的声
乐、舞蹈、美术等专业技能都是零
基础。如何让他们在五年时间里，
有效掌握幼师的全部专业技能？
答案就在学校“1+X”幼师职业能
力培养体系的构建上。

学校通过实行艺术类课程小
班化教学，保证学生在课程内拥有
充足的个性化教学辅导。同时，针
对学前教育专业教师岗位能力要
求，结合学生入校专业零基础的实
际，学校围绕语言、书写、美术、音
乐、舞蹈、保育、教育、体育游戏、信
息技术等 9 种技能设置了 27 个考
核项目，达标时间分布于 5年各个
学期，确保每一位学生逐步完成达
标“通关”的目标，逐项达成幼教岗
位技能。这其中，校本选修课发挥
着重要作用。

在丽水中专，每周三的校本
选修课颇受学生欢迎，借助限定
选修课和自由选修课，发展学生
的个性，延伸专业课程。特别是
针对五年级应届毕业生的就业、
升学需求，学校专门开设走读班，
对学生在应聘考试、专升本考试
等“重要一刻”所需的艺术技能、
教 育 技 能 和 英 语 等 进 行 专 门 强
化，帮助她们提升专升本、入园招
考的竞争力。

五年的学习和训练，让学生
从入学时“零基础”的艺术技能、
教育技能，到成长为一位“站着能
说会跳，坐着能写会画，蹲着善玩
能教”的合格幼儿教师，学生们实
现了自身职业能力的重大跃升，
为今后承担学前教育工作，成为
一名优秀的幼儿教师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实践为桥

打造学生全面成长阶梯

2020 年 12 月中旬，义乌市大
陈镇中心幼儿园、苏溪镇中心幼儿
园、后宅街道中心幼儿园、稠江街
道中心幼儿园 4 所幼儿园园长来
到丽水中专，专门对接学生实习、
就业工作，并与 2016 级应届毕业
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经济发达县市来校洽谈教学
实践和就业，对于学校来说并不鲜
见。多年来，学校立足山区，把重
心放在服务本地，为乡镇幼儿园培
养 高 素 质 实 用 型 和 技 能 型 人 才
上。因为良好的办学成绩，周边县
市在教学实践和教师招引上，较为
青睐丽水中专的学生。

“学生专业基础薄弱，入园实
践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有效途
径。”学校科研处主任叶魏丽表示。

为促进学生“教学做合一，知
能行并融”的能力目标，实现理论
与实践融通，学校重点推进校-园
协同、“学做研”一体的三维育人模
式改革，构建了教育见习、保育实
训、跟班实习、顶岗实习四进阶的
实践教学体系，确保中高职学生能
力培养无缝衔接。

进入大专阶段后，学生每周还要
进行一次走园实践，生态式地介入幼
儿园教育的实际过程，使实践要素各
方面在时间上全程贯通，在空间上全
方位拓展，在内容上、课程上全面整
合，实现理论教学与幼儿园实践的有
机融合。该校教务处主任陈铭霞说：

“只有真正地走入幼儿园，贴近孩子，
才能阶段性地感知，关注到孩子各种
各样的变化，才能在入园实践中成长
为一名全科‘准教师’。”

12 月下旬，松阳县实验幼儿
园、南城闻莺幼儿园、松阳县第二
幼儿园相继迎来了丽水中专学前
教育专业学生带来的“绘本剧进幼
儿园”系列演出。他们表演的《吉

屋出租》《神奇糖果铺》《灰狼家的小
饭桶》和《南瓜汤》等绘本剧作品，凭
借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惟妙惟肖的
表演，让台下的小观众们开心不已。

作为校-园互融的艺术品牌项
目，绘本剧表演不仅是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幼儿文学改编创作能力、语言表
现力、舞台表演能力、音乐舞蹈运用
能力、道具制作与舞美能力、独立编
排指导幼儿表演活动能力的综合呈
现，也是丽水中专对教育实践基地的
一种回馈与反哺。这已经是该校“绘
本剧进幼儿园”活动开展的第四个年
头，它是学生从理论走向实践、从校
内走向校外的一个阶梯，又是学校

“产教融合”“校-园互融”的一个缩
影。“在共享教育教学资源、共同培养
师资、共同开展科研的过程中，我们
和丽水中专是互利双赢的！”松阳县
实验幼儿园园长刘凌云说。

立德为本

丰厚学生品性学养质量

德育工作是保障人才培养质量
的又一重要环节。针对在校生中
95%为女生的特点，学校实施“优雅
女子塑造工程”，把教师教育、艺术教
育和女子教育融为一体。它以“伦理
关怀”为支撑，以“德行娴雅”为目标,
在校训“正德达理，崇真尚美”的指引
下将品牌建设落脚在“主题教育引领

人、课程开设培育人、文化活动浸润
人、基地实践锻炼人、身边典型感化
人、教师表率影响人”六个板块，通过
仪式浸染、党团平台、心理健康教育、
品牌活动（女生节、寝室文化节、社团
之夜等）、典型学习、优雅之星评比等
多形式开展育人实践，把她们培养成

“思想健康、行为规范、人格完善、内涵
丰富、气质高雅”等特质的现代女子。
不久前，学校“优雅女子塑造工程”成
功立项，成为我市省中职德育品牌项
目获准立项的两所学校之一。

不仅如此，学校社团活动丰富多
彩，自 1991年创办首个社团以来，规模
不断扩大，针对学前教育的专业特色，
开设了文化科学、艺术展示、体育竞
技、实践锻炼四大类 30个社团，满足学
生个性化发展需要。

在社团文化的熏陶下，校友中已有
60 余人成为省级以上书法家协会会
员，其中 24 人成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音乐教育成绩也十分突出，学生
在市内外大型经济文化交流与文艺演
出赛事活动中的参与率和获奖率均名
列全市大中专院校前茅，社会影响广
泛。校合唱队、校舞蹈队、儿童剧社、
校啦啦操队连续多年取得省艺术节一
等奖的优异成绩。由于艺术教育成绩
突出，学校多次受到国家、省、市有关
部门的表彰，被授予“全国大中专院校
书法教学示范校”“省艺术教育先进单
位”等称号。

潜心铸就应用型幼教专业人才高地
——丽水中等专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建设纪实

文/陈俊 周如青 谢华勇 吴春玲

近日，省教育厅、省财政厅联
合公布了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
（群）建设名单。全省两所中职学
校学前教育专业列入省中职高水
平专业（A 类）建设名单，丽水中
等专业学校学前教育专业跻身其
中。这是学校继“优雅女子塑造
工程”获省中职德育品牌项目立
项，学前教育专业入选丽水市中
职优势特色专业，学校获丽水市
首批艺术教育实验学校之后，取
得的又一项重要发展成就。

荣誉的背后，彰显着学校“艰
苦创业、发愤图强”的办学精神的
伟力。学校于1989年开设学前教
育专业，是浙江省首批培养幼教
师资的中等师范学校。2001 年起
开始与杭幼师、丽水学院合作培
养五年制学前教育师资，较早形
成“中高职一体化”的幼教师资培
养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模式。2010
年学前教育专业和实训基地被评
为省示范专业和实训基地。

四十多年来，学校奉行“服务
学生发展，奉献社会事业”的办学
理念，坚持走内涵发展道路，立足
本市，面向周边，全力推进浙西南
幼儿教师教育基地建设。

舞蹈舞蹈《《天浴天浴》》荣荣获获 20192019 年浙江省大学生艺术节舞蹈类节目一等奖年浙江省大学生艺术节舞蹈类节目一等奖

绘本剧表演进校园绘本剧表演进校园

本报记者 钟根清 通讯员 程鹏鹏

最近，云和湖库区开始今冬第一网有
机鱼捕捞。每网可捕捞鲢鱼、鳙鱼等有机
鱼近万公斤，日均捕捞 2万多公斤，将销往
全国各地，预计可实现销售收入 400万元。

“云和湖水质优良，这里出产的生态
有机鱼倍受市场青睐，几天之内就会销售
一空。”云和县瓯云渔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颜元成欣喜地说，和以往网箱养鱼的方式
不同，如今，库区采用生态养殖，且专门养
殖湖水“清道夫”——鲢鱼和鳙鱼。

“鲢鱼和鳙鱼以水中的浮游生物为食
物，通过放养方式，可以有效减少水中的
硅藻和蓝藻，达到净化水质的作用。同
时，鲢鱼和鳙鱼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深
受消费者的喜爱，销售也有保障。”颜元成
说，通过生态养殖鲢鱼和鳙鱼，既涵养了
水源又增加了收入，可谓一举两得。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紧水滩、石塘、玉溪
三座电站的建成，形成了碧波荡漾的云和
湖。长久以来，村民靠网箱养鱼鼓了腰包。
当时，第一批“吃螃蟹”的村民第一年就挣到
了数万元，这让其他村民和周边区域的群众
羡慕不已。于是，全村人都开始发展网箱养
殖，最多的时候湖面上有2000多个网箱。

在坐享资源红利的同时，由于不规范
的养殖方式和管理方式，喂肥了湖里的蓝
藻，库区出现了严重污染，曾经清澈见底的
云和湖慢慢变得混浊了。经有关部门检测
后，水体氮含量过高，水质面临严重威胁。

改善水质刻不容缓！2011年，云和出
台网箱清理政策，投入 1000 多万元，将
1699 只投饵类网箱全部拆除，实施渔民

“退出”机制，渔民开始选择“上岸”。经过
多年的清理整治，混浊的湖水、密密麻麻
的围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湖水上的

“生态牧场”。

为改善水质，增加村庄和村民收入，
云和从 2018年开始着手实施“以鱼养水”
工程，将 2.5万亩水域的养殖经营权，承包
给了紧水滩镇和赤石乡两个乡镇 33个移
民村，联合组建云和鱼夫生态鱼业发展有
限公司，3056位村民全部入股当了股东，
靠着丰富的渔业资源有了分红，极大调动
了护水护渔的积极性。

人人共护一湖碧水，人人共享红利。
村民自发组织成立了护渔队，人人参与监
督和管理，实行 24小时巡查，有效做到与
相关部门协同管理，形成了以“河长制”为
抓手，探索了“网格员+”“河长+”等多种治
水模式。

村里制定了相关的村规民约，对村民
行为进行规范，以此维护公共利益。一旦
抓到违规者，不仅要对当事人进行教育，
还要求其购买鱼苗重新投放库区，维护渔
业生态资源平衡。此外，还与县人民法院

和渔业局联合，一旦有发生毒鱼、电鱼、炸
鱼的案件，将庭审现场搬出法庭，直接设
在案发地现场庭审，“以案说法”让大家更
加遵守村规民约。

得益于“以鱼养水”工程，云和湖水质
不断提升，湖里的有机鱼也身价倍增。相
较于网箱养的鱼，自然生长的鱼附加值增
加了 3倍，长三角地区不少酒店、农家乐常
年到云和湖购买有机鱼。与此同时，云和
去年还在云和湖投放 200余万尾鱼苗，以
增殖放流维护水域生态平衡。

今后，云和湖水域将由渔业公司对水
资源评估，制定新的放养有机鱼政策，安
排专业捕捞团队对云和湖水产有组织地
进行捕捞。这是云和湖边的渔民，在“退
渔还湖”后新的“生态吃法”。

从“靠湖吃湖”到“靠湖兴业”，云和湖库区通过“以鱼养水”收获生态红利——

一湖碧水 养一方人
本报讯（记者 姚驰 刘斌 通讯员 李晓军）日

前，缙云县民政局公布一项调查统计，截至 2021年
1月 1日，该县百岁老人总数达 112人，再创历史新
高。

“十三五”时期，缙云百岁老人已经实现五连
增。2017 年，全县百岁老人为 60 人，2018 年为 71
人，2019 年增至 86 人，2020 年达到 109 人，2021 年
再创新高达到 112人。

这其中，112 位百岁老人中男性 38 位，占比
33.93%；女性 74位，占比 66.07%。年龄分布 100岁
43人，101岁 33人，102岁 15人，103岁 10人，104岁
6人，105岁 4人，108岁 1人。

目前，缙云“第一寿星”为壶镇镇五里牌村的
108 岁老人李丽菊。老人虽高寿，但身板仍十分
硬朗，容光焕发，思维敏捷。丽水九县（市、区）
至今仍然健在两对的百岁夫妻全在缙云，分别是
郑金元、赵月钗夫妻；徐献章、田兰菊夫妻。东渡
镇阳弄村的郑金元、赵月钗，丈夫郑金元 103 岁，
妻子赵月钗 102 岁，他们相濡以沫 82 载，演绎着
一生最浪漫的爱情，“她是我的拐杖我是她的耳
朵”，成为当地一段佳话。新碧街道黄碧村徐献
章、田兰菊夫妻双百岁，婚龄 85 年，是目前全市
婚龄最长的一对夫妻，夫妻俩风风雨雨，互敬互
爱，谱写了一首甜蜜的爱情之歌。

百岁老人人数增长的背后，是缙云越来越好的
生态。目前，缙云全县森林覆盖率达 75%以上，全
年优良天气达 95%以上，连续多年入选中国深呼吸
小城 100佳。缙云也先后荣获国家级生态县、国家
级生态示范区，中国长寿之乡，健康养生服务示范
城市。

另据统计显示，2021年缙云全县 60周岁及以
上户籍老年人达 102135人，同比增加 2565人，占户
籍总人口的 21.75%，80 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
17789人，同比增加 816人，人群中的“长寿基因”愈
发明显。

缙云为何有这么多高寿老人和百岁老人？专
家表示，除了老人们自身心境淡泊、热爱生活、家庭
和谐、习惯良好之外，好生态和好政策，也让老人们
的晚年生活更加健康幸福。

缙云县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得益于多元化
高质量养老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高龄补贴、长寿
保健金、一次性奖励金、老年意外伤害险等惠老政
策的出台，全社会的尊老敬老孝老助老蔚然成风，
高质量发展将为人们释放更多的“健康红利”。

总数达112人

缙云百岁老人
人数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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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示

龙泉市住龙镇依托红色资源，推出
“三色”住龙吸引全省各地党建活动团队
以及游客纷纷前来，让红色活起来，让绿
色强起来，让本色富起来。
记者 戴昕律 叶炜婷 通讯员 廖永龙 摄

“三色”住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