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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基础教育普及普惠巩固收官战聚焦基础教育普及普惠巩固收官战
提高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

今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收官之年，在确保消除绝对贫困、
决胜脱贫攻坚的战斗中，作为一
支重要的“生力军”，教育部各直
属高校带着情怀和责任，响应时
代召唤，承担起了自己的使命。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教育
部各直属高校加快定点扶贫责任
的落实，以实际行动助力脱贫攻
坚圆满收官。截至今年 6 月 12
日，教育部64所承担中央单位定
点扶贫工作的直属高校直接投入
帮扶资金 1.77 亿元（完成率为
111.3%）、引进帮扶资金 2.81 亿
元（完成率为156.5%）、购买贫困
地区农产品 1.85 亿元（完成率为
112.4%）、帮助销售贫困地区农
产 品 3.13 亿 元 （ 完 成 率 为
115.9%），54所直属高校已全面
超额完成指标任务。

强化智力扶贫，搭建
知识“云梯”

“老师，背单词的时候背了
忘，忘了又背，一直停留在一段单
词上怎么办？”“学数学没兴趣怎
么办？”⋯⋯疫情期间，甘肃省宕
昌县的中小学生通过中央财经大
学“星火”梦想课堂的 QQ 群，
向志愿者请教学习问题。

今年 4 月，为帮助当地实现
“停课不停学”，中央财经大学策
划启动了“星火”学业辅导计划
和“梦想课堂”青年志愿者活
动，以“云支教”的方式，向定
点帮扶宕昌县中小学生开展线上
学业辅导志愿行动，为他们送去
学科拓展与能力提升类、心理健
康与素质拓展类、信息技术与财
经素养类三大类共计 10 余门课
程。

扶贫先扶志，帮困先育人。
各高校持续发挥资源优势，强化
智力扶贫，创新帮扶方式，通过
线上支教等方式，为贫困地区

“雪中送炭”。
疫情防控期间，复旦大学开

展面向云南永平县的“永平伙伴
成长计划”，40 余名大学生志愿
者通过网络连线当地学生，提供
包括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在
内的学习帮扶和主题分享；北京
化工大学持续开展“心桥工程”
教育教学共建项目，通过网络平
台指导内蒙古科左中旗师生备战
高考，该校研究生支教团在线上
为学生普及防疫知识，讲述战

“疫”故事⋯⋯
“开学了！做好复学心理准

备了吗？”3 月 26 日，清华大学学

生心理发展指导中心心理咨询
师、学生心理协会指导教师阎博，
为云南省南涧县第一中学 1200
多名学生作了一场直播讲座，对
孩子们进行开学前心理疏导。

“有勇气改变可以改变的事
情，有度量接受不可接受的东
西。老师让我更加明确了未来的
方向，变得更加自信了。”直播
讲座结束后，南涧一中学生龙飞
洋在留言区写下了这样的话。

中国人民大学与云南兰坪民
族中学合作建设了成长辅导室，
在为当地学生提供学业辅导、开
展课外活动之余，还提供远程心
理咨询；华东师范大学针对贫困
地区学生易出现的心理问题，结
合疫情防控期间心理健康教育需
求，专门推出心理健康专题网络
课程模块。

扶贫必扶智，治贫先治愚。
在今年特殊背景下，各高校发挥
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突破物理
空间的限制，为孩子们搭建了一
道道知识的“云梯”。

聚焦科技扶贫，用产
业带动发展

初夏，在湖北省孝昌县巴石
村，68 岁的贫困户李定龙正忙

着插秧、收油菜籽。今年，除了
60 多亩田外，他还承包了 10 多
亩鱼塘。“日子好起来了，多亏了
华中科技大学的扶贫工作队。过
去我们一斤谷卖块把钱，种上优
质稻后，最高每斤能卖到7元”。

产业是农民增收的基础。如
何让贫困地区百姓的口袋鼓起
来？各高校立足自身学科优势，
突出科技扶贫、产业扶贫，为当
地栽下一棵棵“致富树”。

北京化工大学是内蒙古科左
中旗的定点帮扶学校。今年 5
月，北京化工大学投入资金、集
中科研力量成立的宝龙山工业园
盐碱耕地土壤改良示范项目正式
启动，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该
项目将通过环境检测、土壤修复
和灌溉技术的综合治理，提升耕
地质量，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在贵州麻江县，南京农业大
学拓展帮扶杨梅种植、家禽屠宰
等新增产业项目，制定中药材和
菊花产业帮扶方案，还引导专家

通过“南农易农”平台等提供线
上农事指导服务，不断推进产业
扶贫；北京林业大学则启动了
2020 年 科 技 扶 贫 专 项 申 报 工
作，定向设立了一批适合内蒙古
科右前旗产业发展和生态建设需
要、服务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
兴、具有北林学科特色的科技帮
扶项目⋯⋯

“贫困村要想富起来，发展
壮大产业是关键”。在宕昌县沙
湾镇大寨村，驻村第一书记、天
津大学扶贫干部江皓在走访中发
现，当地百姓生产挂面以家庭作
坊为主，没有成熟的大型挂面
厂。能不能把挂面产业做大做
强？

依照“市场+扶贫车间+贫
困户”的扶贫模式，江皓带领村
民建起了挂面扶贫车间，带动
16 户 贫 困 户 在 家 门 口 实 现 就
业，已生产挂面 5.3 万斤，销售
金额达到11.7万元。

（下转第二版）

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
——教育部直属高校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梁丹 万玉凤

8 月 9 日，大学生志愿者带
着小朋友观看长江鱼类标本。当
日，江苏大学京江学院志愿者与
镇江市征润州社区、长江村的小
朋友共同走进新金江渔文化馆，
参观中华鲟、白鳍豚、江豚等长
江鱼类标本，了解长江渔业资源
及捕鱼历史等知识，增强孩子们
保护长江生态环境的意识。

石玉成 摄

观鱼学知识

手握橙绿相间的螺帽笔，在
与同组小朋友的合作下，患有唐
氏综合征的寒寒 （化名） 在白色
的方格盘上拧出了不同的花型。

寒寒就读的马桥镇中心幼儿
园是江苏省靖江市 55 所幼儿园
中的一所。作为江苏省学前教育
改革发展示范区，靖江近年来不
断探索，推行特殊儿童学前融合
教育，全面实施特殊儿童免费随
班就读制度，率先免除建档立卡
家庭幼儿保育教育费，让众多像
寒寒一样的特殊儿童都能接受优
质学前教育。

“我们努力让 3—6 岁有特殊
需要的幼儿进入普通幼儿园，与
普通孩子共同接受保育和学前教

育。”靖江市教育局局长夏灵峰介
绍，2014 年开始，靖江实施了特
殊教育提升计划，根据特殊幼儿
身心发展情况、家庭意愿，按区域
划分学前融合教育资源中心，实
现了资源中心区域全覆盖。

为了方便特殊儿童就近入
学，靖江每个区域都设有一个学
前融合教育资源中心，并配备了
专职特教教师。与此同时，该市
还建立了由教育、心理、康复等
方面专家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对
特殊儿童和青少年入学开展评
估、提供安置建议，并依托特殊
教育学校建立教育指导中心，分
学段组建融合教育巡回指导团
队，充分保障这些孩子受教育和

康复。
“我们对待特殊儿童入园有

一套专业评估标准，但基本是
‘零拒绝’。身体状况不好的孩
子，可以先由家长陪着试读，也
可以选择送教上门。”靖江市特殊
教育学校校长赵红钦告诉记者，
为了深入做好融合工作，学校与
共用一个校园的真武幼儿园一道
成立了特殊教育学校融合部。目
前，这个融合部有 3 个班级、51
名幼儿，其中特殊幼儿6名。

除了开放普通幼儿园接收特
殊儿童，靖江还着力支持特殊教
育学校举办招收特殊儿童的普通
幼儿园。

“这也就意味着，全市的学

龄前特殊儿童，只要符合条件并
且有意愿，就可以接受系统教育
和康复训练，与普通儿童一起学
习和成长。”赵红钦说。

在他看来，融合教育不单纯
是一种特殊儿童安置方式，“打
开一扇接纳之窗，释放来自社会
的善意，才能让特殊儿童从小感
受到温暖，并从心底回馈温暖”。

马桥镇中心幼儿园教师刘君
燚所带的班里就有一名脑部发育

迟缓的特殊儿童，有时候这个孩
子跟不上老师的节奏，同组的孩
子会主动帮她完成任务。“我们
会引导其他孩子去教他们，多给
他们一些时间和关爱。孩子的言
语有时比大人更能触动他们，这
比我们刻意地去关怀显得更亲切
一些。”刘君燚说。

从 2007 年起实施特殊儿童
就读“零收费”，到如今全面探
索学前融合教育，靖江不仅在制
度层面不断进行探索，对学前融
合教育规律的认识也在走向深
入。

“10 多年的探索证明这是一
项双赢的举措。”夏灵峰说，“特殊
儿童与正常儿童在一起学习、生
活后进步明显，而对正常孩子而
言，如果班级里有处于弱势的孩
子，他们也能潜移默化地养成主
动关心他人、助人为乐的品质。”

江苏省靖江市推行学前融合教育，全面实施特殊儿童免费随班就读制度——

用温暖的力量为成长护航
本报记者 缪志聪 通讯员 陈群

本报讯 （记者 焦新） 近
日，由教育部主管，教育部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北
京大学联合主办的教育类学术
期刊《大学与学科》杂志创刊号
正式出版发行。教育部党组书
记、部长陈宝生发表首刊寄语。

陈宝生指出，在党中央、
国务院作出建设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的战略部署背景下，创
办 《大学与学科》 杂志恰逢其
时，有助于系统总结 70 多年
来中国大学与学科改革发展和
创新经验，主动建构中国特色
大学发展与学科建设理论体
系，逐渐形成中国特色大学发
展与学科建设研究范式，服务
于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战略。

陈宝生希望杂志始终坚持
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刊

方向和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
学术性、国际性、政策性和实
践性相结合，立足中国实践，
坚持全球视野，着力打造大学
发展与学科建设的政策引领窗
口、学术思想高地和经验交流
平台，发展成为大学与学科建
设者、研究者的重要理论园
地，党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良师
益友，中外学界友好交往的桥
梁纽带。

《大学与学科》 杂志将采
用相对稳定栏目与专题性栏目
相结合的方式，关注国际学术
前沿，鼓励跨学科研究和学术
创新，汇聚学科规划、学科建
设、学科管理等方面的理论和
实践成果，推动大学与学科建
设，服务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
展。

《大学与学科》杂志出版发行
陈宝生发表首刊寄语

本报讯 （记者 史望颖
通讯员 张土良） 日前，宁波
市委、市政府印发《宁波教育现
代化 2035 行动纲要》和《加快
推进宁波教育现代化实施方
案》。提出到 2022 年，宁波教
育现代化要取得重要进展，教
育总体水平走在全省前列。到
2035 年，构建起完善的学生全
面发展教育体系，建成拥有一
批“世界一流学科”和“高水平”
专业群的高等教育体系。

《行动纲要》明确了四大主
要任务。一是全面加强党的建
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
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强化教育系统干部人才队伍建
设，深入推进教育系统全面从
严治党。二是实施优先发展战
略。深入实施教育优先发展战
略，明确优先发展教育的重点

任务，优先保障教育支出。三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
进德育工作模式改革，培养全
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打造校内
外育人共同体。四是深化教育
综合改革。推进教育重点领域
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教育，强化教育质量导向。

《行动纲要》 重点部署了
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八大行动计
划，包括打造优质基础教育，
实现高水平均衡发展；发展一
流高等教育，助力城市高质量
发展；深化现代职业教育，培
养高素质能工巧匠；推进全民
终身学习，构建一体化学习体
系；扩大教育开放合作，打造国
际化办学中心；弘扬尊师重教
传统，建设专业化人才队伍；构
建智慧教育体系，助推新时代
教育转型；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提高现代化治理水平。

宁波出台教育现代化“施工图”
明确四大任务 部署八项行动

“西坝口告急，忠庙站水
位超过历史极值⋯⋯”一条条
汛情传来，家住安徽省巢湖市
烔炀镇的安徽农业大学学生郭
钊阳坐不住了。看到巢湖市紧
急招募青年防汛志愿者的消
息，他当即报名参加。

守堤护坝的任务一点也不
轻松，郭钊阳的任务是装沙
袋：两人一组，一人撑袋子
口，另外一人用铁锹往袋子里
面装沙子，雨大风急，不一会
儿身上就全是汗水，衣服上溅
满泥浆。郭钊阳没有叫苦，

“我们要守护家园，不能有丝
毫退却！”

堤坝险情解除后，郭钊阳
又到烔炀镇小学居民安置点帮
忙。这里住着周围几个村近百
名受灾群众，为乡亲们搬床铺、
打扫卫生、悬挂蚊帐，帮老人洗
头、剪指甲，跟乡亲们聊家常，
郭钊阳做得井井有条。

虽然暑假没在家待几天，
但郭钊阳一点也没觉得遗憾，

“本来我准备参加暑期社会实
践活动，因为洪水的影响没有
成行，但在家乡参加防汛就是
最好的社会实践。”

受疫情和汛情影响，安徽
农业大学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采
取灵活的方式，组织学生就近
组建团队，指导教师开展网上
指导，鼓励广大学生在确保安

全的前提下，在家乡就地参加
“抗洪”等实践活动。很多青
年学子闻“汛”而动，挺身而
出，主动参与到家乡防汛第一
线，用自身行动筑牢防汛抗灾
的“青春堤坝”。

安徽农大茶与食品科技学
院学生姚国栋，主动参加家乡
的防汛工作，与村干部连续
20 多天奋战在防汛一线。连
绵不断的大雨致使道路泥泞
不堪，行走困难，即便如此，姚
国栋一刻也没有中断过巡埂
工作。其间，他还帮大家送盒
饭，协助做排涝工作。

因河水暴涨，宣城市洪林
镇四合坝一带岌岌可危，随时
可能坍塌。当地政府成立抗洪
救灾指挥部，组建抗洪救援队
伍，安徽农大理学院应用化学
专业学生王阳主动报名，成为
其中一名救援队员。

背着沉重的沙袋，踩着湿
滑的泥路，一步一步走上堤
坝，把沙袋堆起。天气反复无
常，时而烈日当空，衣服被汗
水浸湿；时而狂风暴雨，大雨
噼里啪啦地打在泥土包裹的身
上。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下，
守坝任务顺利完成。“当我们
吹着晚风下坝时，看着我们
守护成功的家园，便觉得防
汛是这个暑假最有意义的社
会实践。”王阳说。

安徽农大学子暑期积极投身抗洪一线——

“防汛是最有意义的
社会实践”

本报记者 方梦宇 通讯员 曹雷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教育力量教育力量
高校行动高校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