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济宁市洸河路22号新闻大厦 邮政编码：272017 电话：2343393（综合办公室） 2343207（总编办公室） 传真：2343334 发行热线：2343593 广告许可证：2720004990002号 月价：40元/份 印刷：济宁日报社印刷厂

掌上济宁
手机APP

济宁日报
微信公众号

2021 年7月8日 星期四8 文教□主编 刘存良 编辑 李允 纪闻路 视觉编辑 田馨雨 电子信箱 jnrbwjb@163.com

■本报记者 李允
通讯员 王相浩 魏林娜

近日，第十五届高技能人才表彰大会在
北京举行。济宁市技师学院荣获国家技能
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单位受到通报表扬。

近年来，济宁市技师学院坚持“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精准服务新旧动能转换和资
源型城市转型，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学，着力
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趟出一条校企共育、
产教融合发展的特色办学之路。目前，学院
全日制在校生1.3万人，年开展职业培训5.6
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深化产教融合，技
能人才培养更加精准。通过企业直接参与

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实习实训、质量评价等
办学决策和人才培养全过程，建成750人的
校企师资人才库，联合58家企业共同培养新
型学徒，开发精品课程31门、一体化教材30
本，企业订单班达到210个、覆盖68%的在
校生。“招生即招工，毕业即上岗”已成为学
院响亮的品牌。

创新办学机制，服务产业需求更加紧
密。围绕产业办专业，办好专业兴企业。新
组建8个二级学院，按照“专业点+企业群”
模式，建设信息技术、工业机器人等产业技
能人才培养联盟，实现专业与产业零距离、
全链条、互动式对接。

共建实训培训平台，就业创业更加充

分。围绕“六稳”“六保”，联合打造智能制
造、高端化工、应急安全等综合性平台，建设
5G智慧校园和职业教育云平台，构建线上
线下结合、校内校外统筹的实训培训新模
式，2020年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8.5%,其中
制造业从业人数占61.2%,真正实现了与企
业共育共建共赢。

坚持以文化人，学生素质更加优良。发
挥孔孟之乡文化优势，积极推进思政课改
革，构建“四融六进”育人体系，大力实施“国
学经典诵读”等育人工程，用优秀传统文化
浸润工匠精神，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和人文
修养，培养“德技双馨”的技能人才。

据悉，第十五届高技能人才表彰大会授

予30名同志“中华技能大奖”、293名同志
“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同时，对为国家技能
人才培育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64家单位和
78名同志给予通报表扬。国家技能人才培
育突出贡献单位是全国范围的评选表彰活
动，每两年开展一次，从基层企业、技能人才
培养院校和各类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公共实
训基地、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中推荐选拔，是
对在技能人才培育方面作出突出贡献单位
的最高表彰。

济宁市技师学院将以此为契机，始终将
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己
任，再接再厉，勇攀高峰，以优异的成绩向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点赞！济宁市技师学院受到全国通报表扬

夏季是溺水频发期，为提高学生安全意识，学习防溺水有关知识，近日，济宁市文昌阁小学开展了
“防溺水”安全教育活动。

活动现场用生动有趣的视频向学生们展示防溺水六不、中小学防溺水童谣、小学生如何防止溺水事
故、发现有人溺水时如何救护、岸上急救溺水者等知识警醒学生，以提高学生防溺水的安全意识。现场
模拟演练如何进行溺水后的心肺复苏，过程生动有趣、内容丰富实用。同学们近距离观看了心肺复苏术
的救护演示，并参与救护演练，寓教于乐，加深对救护技能的记忆。 ■通讯员 梁肖摄

本报金乡讯（通讯员 夏中华 翟鹏）近年来，金乡县教体
局从群众利益出发，不断优化招生入学的方式方法，建立了

“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平台”，并积极协调推进公安、规划、住建、
人社、市场监管、税务等部门的数据资源共享，最大限度地减
轻家长的负担，实现了全县义务教育招生工作“一网通办”。

依托“钉钉”云服务系统搭建了报名平台，实现了数据信
息收集、证明材料提报的网络化办理。招生平台实现了金融
级加密服务和房产信息自动比对功能，确保家长、学生信息
安全，不断提升招生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据悉，凡是
县部门之间能够共享的数据资料，家长在网上报名时仅需填
写规范的证件、合同编号和水电气暖的交费账（户）号，县招
生工作领导小组就可以统一调取、审核，避免家长到有关部
门开具有关证明材料等繁琐程序。在实际操作中，“金乡教
育发布”官方微信公众号则是政策发布、报名、审核、结果查
询的网上媒介载体，真正实现了足不出户就可使用电脑或智
能手机为适龄儿童报名、数据资源共享。

金乡义务教育
招生报名“一网通办”

本报济宁讯（记者 李允 通讯员 刘智）近日，由济宁市
教育局组织主办，济宁市第一中学承办的第三届普通高中学
生辩论赛（初赛）在济宁市第一中学成功拉开帷幕。

为引导高中学校切实转变育人方式，增强学生综合素
质，提升学生思辨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个性成长，赛前，
我市已组织开展了班级对抗赛和市县级选拔赛。经市县级
选拔赛推荐，来自全市的16支代表队参加了此次初赛。初赛
采用淘汰制，分两个会场进行，各代表队围绕“中学生学习传
统文化经典，应重在背诵还是应重在理解”这一辩题展开厮
杀。各位辩手唇枪舌战，妙语连珠，充分展现了我市高中学
子的思辩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团结协作能
力。经过激烈角逐，有8支队伍成功进入第二轮比赛。

济宁市第三届普通高中
学生辩论初赛成功举办

■本报记者 王艳茹

教育理念与文化内涵，是一所学校的灵
魂。在教育问题日益成为家长、社会焦点的
今天，丰富多样的教育形式也随之而来。各
类早教中心、培训机构如乱花渐欲迷人眼，
在缓解教育焦虑的同时，满足人们对优质教
育的不同需求。民办教育，作为公立教育的
有力补充，也越来越多地纳入家长们的选择
之中。

“孩子就像一粒种子，我们一边浇水，
一边静待花开。”谈起教育的方法，济宁天
立学校校长韩顶清认为，每个孩子都有自
己的优势，要用善于发现的眼睛，真诚地沟
通，才能找到适合孩子的方式去培养，适合
孩子的才是最好的教育。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家长和老师，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足
够的耐心。“我在周口天立学校当老师的时
候，曾遇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来咨询，在和
小男孩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这孩子举手
投足的细节，有着研究天文的天赋和潜
力。当我表示了想法，他父母惊讶极了，原
来小男孩生活中的确很喜欢星空。”这件事
让韩顶清坚定地相信，只有做一个善于观
察的老师，才能发现每个孩子身上的特质，
并且挖掘出来，让他们在未来拥有更多的
选择。

作为老师，应该把眼光关注到每个孩子
的未来上。韩顶清认为，“我们不仅要培养
能进入清华、北大的尖子生，更重要的是让
大部分孩子都获得好的发展，能进入高校学
习，无论是对孩子本身，还是对整个家庭的
影响都是巨大的。”

关注的尺度和标准如何平衡？济宁天
立学校的员老师表示，在孩子成长的过程
中，尤其要注重方式方法，提高他们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相信的力量是非常值
得期待的，要把孩子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尊
重。我们要相信孩子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当
他们发生矛盾的时候，要首先选择观察情
况，尽量避免过度关注对孩子造成压力，但
是如果像发烧一样，超过了可控范围，老师
和家长再以谈心等柔和的方式介入。”员老
师说。

谈到教育最终的目的是培养什么样
的孩子，员老师强调，作为核心理念与文
化符号，“立己达人”很好地诠释了这一
点。“独善其身，兼济天下。我们要培养的
应该是具有家国情怀和全球视野的孩
子。”员老师告诉记者，“每年开学，我们都
将举办孔子拜师礼，国家公祭日等各个节
点也会举办活动，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
让他们深刻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厚
重底蕴，铭记国家的历史，并且勇于肩负
责任。”

适合孩子的
才是最好的教育
——初探济宁天立学校

本报济宁讯（记者 李允 通讯员 孔文思）近日，教育部
中外人文交流中心和山东理工职业学院共建“非物质文化遗
产中外人文交流基地”启动大会在山东理工职业学院举行。

学院党委书记许可首先向与会领导、嘉宾的到来表示诚
挚问候和衷心感谢。他详细介绍了学院在文化交流、非遗传
承方面的工作。他表示将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外人文交
流基地”这个平台培育出更多中外人文交流和教育合作的丰
硕果实，期望能够为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和中外人文交流贡献
更多力量。

据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外人文交流基地以非遗为基
础，围绕立德树人和中外人文交流的需要，开展非遗文化传
承、教育、人文交流、社会服务等多方面研究与实践。通过共
建基地，传播以人为本、开放平等、尊重包容、交流互鉴、合作
共赢、秉持正确义利观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人文交流理念，
发挥人文交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一带一路”倡
议、扩大教育对外开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及培养
学生的国际视野中的作用。将基地建设成集人才培养、学术
研究、技能培训、决策咨询、技术服务、人文交流为一体的开
放性、国际化产教融合高端平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
去”提供政策咨询、智力支持与资源对接服务。打造一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中外人文交流品牌项目或活动，提高国内
外民众对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中外人文交流的意识
与能力，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中外民心
相通、民间友好，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非遗传承
和保护的可持续发展。

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外人文交流基地”启动

■本报记者 刘利民

当我不断地采访校园之时，需要不断地
关于教育的阅读。于是，这本《追寻教育的
理想》，再次走入我的眼帘。

世间的每一本书，都有着各自的思想与
灵魂，内含着各异的人性与人格、神性与神
奇。一个人与一本书之间，会“无缘对面不
相逢”，也会“有缘千里来相会”。这种人与
书之间的独特缘分，不仅存在于书与书的作
者之间，也存在着书与书的读者之间。

我与此书，合该有缘。一次，我去学院
附中分校采访，与孟庆昊校长辞行后，发现
对面就是和平街小学，惊喜之中不揣冒昧，
便与时任校长时秋静拨通电话，她知我在学
校门口，说欢迎来校指导。“指导”一词，语境

“客套”，你懂的，但听来，仍觉受用。于是，
在她虽然不大却异常整洁的办公室里，我便
与这部《追寻教育的理想》见面了。我向来
对教育书籍心存偏爱，更何况是时秋静校长
的新著！当我向时校长索赠时，她欣然应

答，并用行云流水之笔韵，在该书扉页上，留
下“请刘利民主任雅正”的话，落款为“时秋
静，2016、11、11。”

岁月脚步匆匆，屈指已近五载，我惭愧
并未为书发表只言片语。但就在今天，就在
此刻，仿佛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将我的视
线吸引并定格于此，让我专注沉静于快乐的
阅读当中。

书中翩飞着一位青年教师的教育梦
想 。时秋静的人生中，真的与“山”有缘。
1992年，她任教的小学，就叫琵琶山。“琵琶
山”虽无“敬亭山”之诗意，但同样是可亲可
爱。只是，李太白于“敬亭山”观“众鸟高飞
尽”，时秋静则在“琵琶山”看“春花满校园”；
李太白胸中悠荡的是“闲愁”，时秋静内心升
发的是“豪情”；李太白是在与鸟与云的山中

“对坐”，时秋静则是在与师与生的校园“群
欢”。她用歌声与微笑，畅抒着“三高”（起点
高，水平高，质量高）的教育理想；她要用绵
心与绣手，织就一爿美丽蓝天，放飞自己的
梦想，成就孩子的人生。

书中叠印着一位教育精英的成长足迹。
从普通教师，到教务处主任、校长，再到山东
省特级教师、山东省优秀教师、山东省教学能
手、济宁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她
的教育足迹，扎实、沉稳、精彩、闪亮。时秋静
极富学习精神，也极具学习能力，这是所有成
功者的必然前提。从她每一个教案的精妙设
计中，从她每一篇论文的精美观点中，从她每
一项活动的精心组织中，从她每一次会议的
精彩发言中，都能阅读到她独特并窥见到她
为成长付出的巨大努力。让读者从书中获得
丰富知识营养的同时，也从作者身上汲取奋
然前行的精神力量。

书中凝结着一位优秀校长的管理智
慧。时秋静发表于《中国教育报》的《小学生
个性阅读的有效策略》，发表于《中国现代教
育》的《谈在优化作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和《谈怎样让学生快乐地学
习》，以及在发表于省市报刊上的大量科研
论文，无一不闪烁着创新的卓见和智慧的光
华。既是教学业务的妙悟，又是教育管理的

良策。即使在各种会议的讲话与发言，也有
的放矢、切中要旨、启人思考，有着很强的普
适价值。特别是《让班主任工作真正成为主
业》《校长如何引领学校文化建设》等篇什，
让我印象深刻，击节称赏。作为中国教育学
会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和
山东省中小学教师远程研修项目专家的时
秋静，确乎实至名归。相信读罢此书的读
者，特别是一线年轻的校长们，受到的教益
与启示将会更为宏阔更为深远。

书中闪烁着科学的美丽之光，也散发着
艺术的迷人芳香。教育是一门科学，也是一
门艺术。《追寻教育的理想》是一部教育专
著。它是基于作者教育实践的产物，科学之
美与艺术之华尽显。教育即爱。一本富含大
爱的书，就是一所爱心丰沛的校园，就如一个
有仁有义的大写的人，其形象美好的，其思想
是深刻的，其情感是善良的，其趣味是审美
的。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
质彬彬，然后君子。”书如其人，毫无疑问，《追
寻教育的理想》是一本“文质彬彬”的佳作。

教育理想的美好力量
——时秋静校长和她的《追寻教育的理想》

■济宁学院附属中学二年级 王晶瑶

门口的桃树又结满了桃子，鸟儿也在
一旁歌唱，一切都是那么平常，可您，已变
成亲切的怀恋。

小时候我经常去看您，您也十分疼爱
我，每次见到我，都会用您那布满青筋的双
手，努力抱起我，看着我，眼睛充满了爱和慈
祥。我也很喜欢您，每次您一抱起我，我就
赖在您怀中，一刻都不想走，因为您身上的
那种特殊的香，深深吸引了我。我也会问您

“老奶奶，为什么您身上总有一股香味啊?”您
总是慈祥地看着我，然后双眼充满笑意，对
着我说“人老了，身上就有‘老年味’了。”我
将信将疑，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你还年轻。

后来我上学了，看您的次数从每天到
一周一次，但不变的还是我对您的爱。逐
渐地，家里的弟弟妹妹越来越多，我也成为
了老大，但您还是把我当成小娃娃，一直

“抱”着我不肯放手。过年时，有什么好吃
的好玩的您一直会先想到我，而我也会为
您传达我的爱。“老奶奶!吃药啦!”我每次奋
力地喊您，都是我对您的爱，而您每次接过
去后拉住我的手，都是您对我的爱作出的
回应。

可花还是会凋落的，记得那一天，父亲
接到了一个电话，接完后，眼睛里已经充满
了泪水，我刚要询问，父亲让我赶紧跟他
走，说是有重要的事情。

到了楼下后，我看向那棵桃树，光秃秃

的，什么也没有，心里很不好受。我走上
楼，发现家人们都在，但脸上都失去了昔日
的笑容。奶奶对我说:“快喊老奶奶，看看她
还认得你吗，这恐怕也是最后一声了……”
我听到后，脑子里一片空白，第一次见证离
别，竟然是您的消息。我缓慢地走过去，大
声地叫您，像小时候一样，双眼紧闭的您竟
睁开了双眼，吃力地应了一声而喊出了我
的名字。这时，所有人的眼中都充满了泪
水，您也是，我静静地站在床旁，一声不响。

后来，接到了您离开人世的消息，我十
分难过，一想到您和我的一切，我就对您产
生亲切的怀恋。今年，我又来到了这里，看
着熟悉的桃树，听着清脆的鸟叫，而您，是
我最亲切的怀恋。

亲切的怀恋学生园地

本报金乡讯（通讯员 王超 李朋阁）为搭建学校之间、教
师之间教学经验交流探讨的平台，加强课堂教学的研究，促
进教师的专业成长，进一步打造高效课堂，近日，微山县实验
中学教育集团、曲阜市杏坛中学、金乡县羊山中学“学习强
校”教学联谊活动在羊山中学举行。金乡县教研中心有关领
导、相关科室人员，以及三所学校的领导和教师代表共六十
余人参加了交流活动。

本次活动包括学校工作交流、走进课堂和评课研讨三个
环节。他们分别就各自办学理念、发展历程和教育教学经验
等做了深入交流；教学中，来自三所学校的12名各学科优秀
教师展示了精彩纷呈的高效课堂，他们语言流畅，教态大方，
教学方法灵活多样，风格各异，有效驾驭课堂，激发了学生学
习积极性，效果显著，让大家受益匪浅。课堂教学展示结束
后，大家畅所欲言，坦诚交流，研讨活动热烈、有序，在互帮互
学中不断提升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本次活动加强了学校
间的交流，为教师搭建了一个畅谈教学思路、交流教学设计
和展示教学风格的平台，助推了教师专业化成长，进一步促
进了学校的发展。

学习强校促发展
携手教研共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