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林爱铭 张小雨）秋季开学前夕，汉阴
县将 69 名乡村学校教师连人带编随集团化办学划转到城
关一小教育集团、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统一管理，这标志着
汉阴县建设城乡紧密型教共体迈出了坚实步伐。

近年来， 汉阴县以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为抓手，以
“135”工作法，推动城乡紧密型教共体建设提质增效。采取
“1+1”或“1+N”方式，即“核心校+成员校”或“核心校+多
个成员校” 的模式在全县先后建立了凤台教育集团等 10
个城乡紧密型教共体，服务师生 1.85 万人，22 所成员校协
同融合发展。

聚焦一个目标，统筹协调推进。汉阴县委、县政府把城
乡紧密型教育共同体改革纳入重要议事议程， 确立了以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办好老百姓家门口学
校”为目标。出台了城乡紧密型教共体《实施方案》《建设标
准》和《管理细则》，统筹推进落实城乡紧密型教共体健康
发展。

夯实三项举措， 激发办学活力。 在教共体内实行人、
财、事统一管理。在核定编制总数和配备教师总数内，由核
心校在干部管理、教师流动，财务管理、教育教学管理等方
面实现“文化共融、课程共创、教研共促、资源共享、质量共

进”；在教共体同一办学理念下，加强核心校校园文化在教
共体内部培植和发展，塑造教共体的文化品牌，同时尊重
各成员校原有的文化特色，彰显个性化，促进教共体内“一
校一品”特色发展；制定《考核细则》，将教共体各成员校纳
入核心校年度综合考核，对各教育集团的学校管理、教师
队伍、教育质量、教学研究、文化建设等方面工作成效进行
捆绑考核，对成绩突出的校长、教师进行表彰，同时在评优
评模、职称晋升等方面给予倾斜。

实行五个统一，推动整体提升。 在办学理念、办学目标、
管理制度等方面在教共体内一体化发展；在教学设备、生活
设施方面共建共享； 在教师集中培训与日常学习中共定主
题，共同提升；在集体备课、教研活动、质量监测等常规教学
管理中同步实施；在教共体内使用同一考核标准，同一激励
措施，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 即统一管理策略、统一共享设
施、统一师资培训、统一常规管理、统一评价激励。 实行五个
统一，赋能教共体辐射引领，实现优质均衡发展。

目前， 汉阴县教共体内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有效改善，
城乡、校际间教育质量差距逐步缩小，优质教育资源覆盖
面逐渐扩大。 教师教学水平有效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稳步
提高，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开学已经几天了， 可是我的心情一直
很失落，因为我心中最敬重的老师，也是我
们众多同学心中的“偶像”———王老师因工
作原因不再教我们了。

有人说 ：“一位好的老师就是一盏明
灯，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王老师就是这
样一位当之无愧的优秀教师， 正如他的微
信号“漫夜明灯”一样，在夜色里默默坚守，
为我们照亮前行的方向。 回想一年来与王
老师相处的每一个瞬间， 都是那么记忆深
刻，美好难忘。 犹记得我们五年级的时候，
学校许多老师都不愿意带我们这个 “臭名
远扬”的班级，只有王老师和汪老师主动接
手了我们这个非常棘手的班级。 这之前，我
们班在全校都很有“名气”，当然不是好名
声。

自从王老师来到我们班以后， 我们班
的名声就开始慢慢变好了。 去年，学校举办
了古诗词大赛， 我们班还是全年级得奖人
数最多的呢！ 还记得王老师刚带我们没多
久的时候，学校举办班级红歌比赛，比赛结
束后， 他让我们写一篇关于红歌比赛的观
后感。 当天下午，我便把自己的所见所想都
写了出来。 第二天早上，我看见好几个同学
都在让王老师看自己写的作文，于是，我也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作文交给了他。 王老
师看完以后把我的作文做了修改， 并推荐
发表在了学校公众号里。 还跟同学们说我
写的作文虽然没有好词好句， 但却有着真
情实感，所以才会把我的作文给发表了。 没
成想过了几天，我的作文居然在《三秦都市

报》上刊登了。 这对我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学生来说，真是莫大的
荣誉呀！ 经过这一次以后，我写作文的兴趣更浓了，后续又在《陕
西素质教育》《安康日报》接连发表了数篇习作，这都得益于王老
师的细心教导，让我从以前一写作文便是无从下手的“困难户”，
成为了下笔如有神助的“小康户”。

在我的印象里，王老师总是那么忙碌，每天除了上课，批改
作业，就是忙于撰写、编辑、推送宣传稿件，经常加班到深夜。 可
我们的学习总是让他费心劳神，为了我们，王老师不知受了多少
气，多少累，可是他一直是那么敬业，从不愿放弃我们班，不愿抛
下我们不管。 有一次王老师身体不舒服， 喉咙都痛得说不出话
来，我们以为他会在家调养几天，可第二天，他却还是坚持带着
病来给我们上课，听着他那沙哑的声音，加上不停地咳嗽，同学
们既感动又心疼，那节课，同学们听课非常认真，教室里也从来
没有这么安静过。

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即将来临，此时此刻，我想对王老师说：
“王老师，谢谢您对我们认真负责的教育，谢谢您对我们的关心，
谢谢您教给了我们许多知识，谢谢您对我们无私的奉献，您的滴
滴汗水，学生牢记在心，一定会心怀感恩，逐梦前行，用优异的成
绩来回报你。 ”

（指导老师：王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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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谌敏）近日，第 37 届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圆满落幕， 宁陕
中学周鑫杰、 罗康佳两位同学的智能家庭
医药助理作品荣获此次大赛的三等奖。 这
是该作品自夺得陕西省科技创新大赛一等
奖和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省赛一等奖之
后，再次斩获国家级大奖。

智能家庭医药助理是一款专门为老年
人群体管理大量药品而设计的人工智能产
品，它不仅能够协助管理好家庭的药品，还
能主动移动到紧急病患面前， 通过人脸识
别为患者提供应急药品， 给广大老年人带
来便利。

当问到为什么会想到制作智能家庭医药
助理， 宁陕中学获奖学生周鑫杰说：“大多数
家庭里面都存有一定量的药品， 这些药品往
往摆放杂乱， 当我们急需药品时又很难在一
堆药品里面找到需要的药， 于是我们就萌发
了制作一个更方便管理存储药品的机器人。”

经过一年的努力，无数次的实验，智能
家庭医药助理作品成功入围第 37 届全国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并凭借创新性和实
用性在比赛中荣获三等奖。 “比赛增长了我
们的见识，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见过了许多
我们不曾见过的东西， 知道了如今国家如
此强大，青年人才辈出。 通过此次比赛，也
更加坚定了我进入数学、 计算机领域的决
心，通过发挥我个人的小作用，使家乡更加
富饶美丽，使国家更加繁荣昌盛。 ”宁陕中
学获奖学生罗康佳说。

据了解，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是一
项具有 30年历史的，面向全国中小学生和科
技辅导员开展的综合性科技创新成果展示与
交流活动，是国内规模最大、层次最高、影响
最广的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之一。 本届大赛
以“创新、责任、诚信、合作”为主题，吸引了来
自全国 31 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和港澳台地区的近 800名青少年和科技辅导
员以及来自 13个国家的 50 余名国际代表参
赛，角逐大赛一、二、三等奖及中国科协主席
奖和各类专项奖。

撷
英 盛夏之月，烈日炎炎，焰火般的天空无法阻挡

我们追寻“快乐”的步伐。 这个暑假，我们踏上了山
西永济市的旅程，沿途蝉鸣不息，骄阳似火，我们满
怀期待，向着鹳雀楼进发。

终于抵达蒲州镇，步行五公里，我们远远望见
黄河边耸立着一座古代建筑———鹳雀楼。 巍峨挺
拔，宛如千年石塔，伫立在历史长河之畔。楼的周围
隐隐约约有着神秘的东西在飞舞，这勾起了我满心
的好奇：究竟是什么在空中翩跹起舞？ 你们猜得到
吗？

踏入景区，我们发现这里犹如隐世桃源，柳树
迎风摇曳，倒映在池塘里，清风吹拂，使人心旷神
怡。 一座石拱桥优雅地横跨在池塘上，遥望它的方
向，便是著名的鹳雀楼。然而，想要进入楼内却不是
那么轻松，一个巨大的迷宫挡住了前进的道路。

迷宫是以各种古诗为题，通过解答找到出口线
索。我走了几个回合，渐渐地，我发现有些古诗从未

学过，不知如何解答，也因此找不到出口。 幸好，我
机智地跟随一群成年人走出了迷宫。在烈日下穿行
迷宫，实在是一项不轻松的挑战！

终于，我们走近了鹳雀楼，这座出现在我二年
级语文课本里的古老建筑物， 突然间呈现在我眼
前。我凝视着眼前密密麻麻的阶梯和耸立入云的建
筑，不禁感叹鹳雀楼的雄伟壮观。

我们沿着台阶而上，进入楼内的阴凉处，立刻
感受到清爽的河风。 鹳雀楼共分六层，我们细心观
赏每一层的细节。鹳雀楼的历史故事、图片、雕塑主
要集中在第一层。我抬头一看，天空飞着很多鹳雀，
它们巧妙地把巢筑在楼的屋檐下。 而在二楼，还有
一台无人机专门为游客拍照，这或许就是我远远观
望时看到的那些在鹳雀楼周围翩翩起舞的东西吧。

鹳雀楼是一个军事设施，用于观察敌情、警示
友军。 据记载，金元光元年（1222 年），蒙古攻打蒲
州古城。 为延缓敌兵攻城的速度，金军守将侯小叔

下令焚毁鹳雀楼及附近的蒲州浮桥等军事设施。而
眼前的楼重建于 2000 年 5 月，为了照顾老人登楼，
这座古代建筑内还安装了两部电梯， 可直达六楼。
在楼顶，我们可以远眺黄河，正应了那一句“白日依
山尽，黄河入海流”。

六楼的仙女壁画和绚丽彩绘，仿佛让我置身于
仙境之中。而墙上的对联，虽然我看不懂，却让爷爷
陶醉其中，津津有味地驻足观赏。 鹳雀楼作为一座
文化古迹，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每一处都弥漫
着历史的韵味。 然而，我只能沉浸在壁画的美丽之
中，许多承载着文化传承和历史典故的细节需要更
深的文化修养才能完全理解。 因此，我立下决心要
勤奋学习， 就像那句古诗所描绘的：“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这样的决心将驱使我不断向前，不断
追寻。

（指导老师：李露）

在雨后天晴了的时候，
该到山间去走走。
小路旁的一朵朵小花，
都顽皮地探出头来，
看看春天的风景。
绿草掩映下的小溪里，
隐约有三四个“小精灵”，
在自由自在地游戏。
溪岸边的柳树姑娘，
顶着一头“黑黝黝”的“头发”，
一阵风拂过，
那“头发”便在水中荡秋千。
在雨后天晴的时候，
到山间去走走吧！
看看春色，探探春，
走过小溪，踏过草丛。
春风吹散了乌云，
春光照耀着大地，
春色，
近在眼前！

（指导老师：刘小飞）

槐序时节，薄暮时分，天边还剩最后一抹
红霞，暑气还未消退，妈妈骑着车带我来到了
安康最具人间烟火气的四桥。

我们刚停下车， 就听到此起彼伏的吆喝
声、小孩欢快的打闹声、讨价还价声与婉转悠
扬的歌声响成一片， 似乎是贝多芬弹奏的市
场交响曲。顺着公路往前走，有序地摆放着许
多摊位，水果摊位里有香气扑鼻的香瓜，有饱
满圆润的西瓜， 有白里透红的桃子……蔬菜
摊位有穿着紫色旗袍的茄子， 有裹着红色斗
篷的西红柿，有身材苗条的丝瓜，有顶花带刺
的黄瓜……琳琅满目的瓜果蔬菜令我眼花缭
乱，有的我都叫不上名字。看着这新鲜诱人的
瓜果蔬菜，真想把它们都买回家啊！

而在这些摊位中， 我最感兴趣的是手工
类。我来到串手串的摊位，串了一串彩虹色的
珠子，中间还加了一个粉色的笑脸，戴在手腕
上，别提多好看了。我还为妈妈串了一条木质

珠子制成的手链， 戴在妈妈原本空空的手腕
上，妈妈十分喜欢。

我又来到了我十分喜欢的美食摊位，这
里有冰粉、烤串、卤鸡爪、麻辣小龙虾……空
气中弥漫着各种食物的香味，只闻着，就好似
已经尝到了佳肴。 我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卖冰
粉的摊位前， 要了一碗冰粉， 爽滑细腻的冰
粉，搭配汁水饱满的西瓜、酸酸甜甜的山楂、
黏糯的珍珠，轻轻舀起一勺，送入嘴中的那一
刻，由口到心冰冰凉凉的，好舒服啊！ 在独具
烟火气的四桥， 我感受到了独属于夏天的味
道。

夕阳隐去了她最后一抹余晖，天色渐沉，
路灯一盏盏亮起， 似是夜幕中天使注视人间
时温柔的眼。 我站在四桥眺望， 只见万家灯
火，诗意阑珊，小贩们也陆续地收摊了，喧嚣
了一天的四桥也沉沉地入睡了。

（指导老师：刘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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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之际， 安康学院经
济与管理学院党总支严格遵照“学思想、强党
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坚持学思用贯
通、知信行统一，充分结合安康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 学院师资专业特长和学科平台建
设， 把生态文明教育作为突显主题教育成果
的亮点， 持续推进主题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和乡村振兴实践相结合， 努力在以学铸
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方面取得
实实在在的成效。

以主题教育为引领， 探索生态文明教育
研究， 积极推进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实践及
课程建设。 “重实践”是开展主题教育要牢牢
把握的总要求之一， 以最彰显安康区域优势
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效为本
底，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融入到思政课程，
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大讲堂， 建设生态文明教
育基地， 鼓励教师带领学生走进乡村开展青
年红色筑梦、创新创业教育和“三下乡”等系
列活动， 不仅可以让当代大学生体验和感悟
乡村建设，热爱乡村，而且对培育大学生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价值观，热爱劳动、尊
重劳动等具有现实意义。 近年来，学生围绕乡
村环境保护和特色产业发展进行调研， 在各
类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省级以上
奖项达到 200 多项。

以主题教育为引领， 紧紧围绕 “乡村振
兴”“数字经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区域品
牌建设” 等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急需
破解的困境开展调查研究， 持续推进青年教
师教科研工作走实走深。 近年来，学院师生围
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获得各类项目
30 余项，发表论文 100 余篇，出版了《安康农
村经济研究》《中国茶产业升级研究》《秦巴地
区之三农发展与精准扶贫研究》《陕南生态产
业培育与发展模式研究》《秦巴山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乡村振兴实践探索》《基于

乡村振兴的秦巴山区茶产业发展与特色产业
扶贫研究》等著作，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县域经济、康养旅游、生态文明建设等开展调
查研究，撰写调研报告 30 余篇，其中《“市域
统筹下的石泉县域经济立县之业”调研报告》
《安康旅游康养产业发展调研》《以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坚定走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之路》 等研究成果被市政府及相关部门采
纳。 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突出问题导向，在切实解决地方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上下功夫，用党的思想、理
论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
验，探索新模式，方能真正体现把论文写在大
地上，研究成果才能被社会所引用，体现了科
技工作的价值。

以主题教育为引领， 主动鼓励青年教师
“出校门、到地方、进企业”，强化地方合作交
流，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开展社会服务。
近年来， 安康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建工作
结合学校转型升级、 内涵式发展面临的各种
挑战与机遇，通过党支部的集体学习和研讨，
凝练出以“服务学生、服务地方、服务党员”的
“三个服务”， 并在党建中提升教师综合素养
的“一个提升”，即“三服务一提升”党建品牌，
形成院系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及教师教风养
成相互促进的党建模式，党建引领事业发展，
在实践中取得明显的成效。 在 “三服务一提
升” 党建模式引领下， 学院已拥有高级会计
师、注册会计师、造价工程师、执业律师等专
业技术及职业资格证书的双师型教师 30 余
人， 学院先后获得全省教育系统精神文明建
设最佳单位和陕西省师德建设先进集体，1 人
荣获陕西省师德标兵，5 人获得市政府“科技
特派员”和“三区人才”选派。 近年来，教师带
领学生在服务陕南生态经济、 乡村振兴产业
发展领域申报科研社会服务、 创新创业训练
项目等 130 余项。

汉阴“135”工作法
推动城乡紧密型教共体建设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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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陕中学科技创新成果获全国第 37届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

1980 年，旬阳市（原旬阳县）城关一小全国优秀辅导员张代顺给学生上爱国主义教育课。 （图 1）
1992 年，在岚皋县东坪小学，徐运安老师正在教孩子们认识和学习数学中的斤两单位。 （图 2）
在第一个教师节上，时任安康行署专员的魏民生向安师附小（现安康市第一小学）校长程存敏颁发牌匾。 （图 3）
1978 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安康新安中学考场考试刚刚结束后，学生们围着刘玉凤老师对照考题。刘玉凤老师 1958 年毕

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政教系，她先后在安康师范学校、培新小学、新安中学教书育人。 在三尺讲台上，她一干就是几十年，于 1990 年
退休。 （图 4）

1980 年，安康县（现汉滨区）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观察城区的街道，接受新事物教育。 （图 5）
旬阳市（原旬阳县）蜀河镇显明村小学杨老师在指导孩子们认真写字。 （图 6）

吴定国 摄

藏在旧照片中的教师节
（上接五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