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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陆沈爱 毛小马）近日，结
合“119”消防日活动，市实验幼儿园香
江分园全园师生参加消防安全演练，帮
助幼儿从小树立自我保护意识。

演习之前，全体教职工参加消防安
全会议，交流方案并完善演练流程，充
分保证幼儿安全，对活动的每一个环节
做到心中有数。

活动前，各班对幼儿进行消防安全教
育，让幼儿知道发生火灾时有序跟随老师
逃离、防止发生踩踏事故，了解火警电话、
灭火器使用方法等消防安全相关知识。

活动中，消防应急预案小组所有人
员密切配合，齐心协力完成演练活动。
信号员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告知办公
室、立刻报警。然后开启广播，发出警
报，告知班级老师和幼儿，做好幼儿心
理安抚和安全教育。

救火组第一时间进行灭火行动，消
防安全逃生演练预案立即启动。老师
稳定幼儿情绪，组织幼儿用湿毛巾捂
住口鼻，有序从安全通道逃生，汇聚安
全区域。随后，检查园内人员是否有
伤，进行简单救治。保护现场，全体教
职工、幼儿集中到一楼操场清点、上报
人数、排好队。

当天的活动还邀请了消防部门的
教员对幼儿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师生进
一步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这次的演习活动让师生们不仅懂
得发生火灾后如何进行自救，更懂得
面对突然发生的重大事故要沉着冷静、
紧急撤离。在以后的教学中，市实验幼
儿园香江分园进一步将安全教育渗透
到日常活动中，常抓不懈，为孩子的安
全、健康快乐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11月8日上

午，在第32个全国消防日来临之际，句容
市茅山中心小学开展消防安全教育活动。

伴随着消防警报响起，全体演练人
员立即按校园广播指令做出反应。各
楼层负责教师组织学生按照预定线路
疏散。学生们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着
腰从教室撤离，有序到操场安全地带集
合。分管安全副校长指出不足，向全校
师生普及应急疏散知识，对冬季防火提
出了明确的要求。

句容消防救援大队的教官向师生介
绍了干粉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并演示现场
灭火；还在阶梯教室给学生普及了防火、
灭火、应急疏散知识，并进行现场问答。

各班主任利用班会，组织学生进行
消防安全知识竞赛，进一步普及消防安
全知识。学生放学后与家长一起通过
学校安全教育平台进行专题学习，将消
防知识带回家。

此次消防安全教育，形式多样，提
升了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护
能力，全力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火
墙”，推进了平安校园建设。

做好消防安全教育
筑牢校园安全“防火墙”

本报讯（苏睿）为进一步推进全市
校外培训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提升执
法监督智能化水平，11月 6日，市教育
局组织召开全市校外培训行政执法信
息化水平提升座谈会。

座谈会上介绍了目前省内教育行
政执法模型，各市、区教育局相关科室
负责人结合工作实际开展讨论，对我市
校外培训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工作提
出意见建议，针对性强、可行性高。

市教育局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负
责人强调，要进一步提高对行政执法信
息化建设工作重要性的认识，逐步建立
行政执法资源对接共享渠道，实现行政
执法规范统一、数据资源归集共享这一
工作目标。

下一步，市教育局将推进校外培训
行政执法辅助软件开发工作，进一步提
升执法的准确性、规范性，推动我市校外
培训行政执法信息化工作迈上新台阶。

市教育局召开校外培训行政执法
信息化水平提升座谈会

本报讯（特约记者 唐守伦）“到
2025年，实现全市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
率每年降低0.5%以上；到2030年，实现
儿童青少年新发近视率明显下降、视力
健康整体水平显著提升。”近日，市教
育局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
儿园）近视防控管理工作的通知》，规范
落实各项举措，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切
实把提高青少年视力健康工作摆上重
要议程。

《通知》明确，要注重近视防控“关
口前移”。将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学段
作为近视防控“第一道关口”，关注“远
视储备”，做到早监测、早发现、早干预，
着力控制新发近视率。各幼儿园要科
学保育保教，落实《3–6岁儿童学习与
发展指南》，鼓励儿童每天3小时户外活
动，结合季节、学龄阶段特点合理调
整。幼儿园教师在进行教育教学工作
时要主动控制使用电视、投影等电子屏
幕的时间，幼儿连续看电子屏幕的时间
小班幼儿不超过10分钟，中班幼儿不超
过15分钟，大班幼儿不超过20分钟，每
天不得超过 1小时，其他电子产品一律
不得使用。要为儿童提供营养均衡、有
益于视力健康的膳食，要关注幼儿园在

区域活动中的采光和照明要求，特别要
保证阅读区的照明，指导幼儿掌握正确
的执笔（铅笔、水彩笔等）姿势，保证用
眼距离，减缓低龄近视趋势。

《通知》指出，要深化医教融合。各
地要积极与属地卫生健康部门合作，遴
选具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成立区域性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基地（中心），构建以
促进学生视力健康为目标，集监测预
警、综合干预、动态管理、科普宣教于一
体的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管理模式。
鼓励学校依托区域性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基地（中心）成立近视防控科普馆、
爱眼教室、爱眼小屋等，科学指导学生
进行立体视觉训练、眼外肌训练、晶体
弹性训练、睫状肌潜能训练等，掌握科
学用眼方法，缓解视力疲劳。要推动落
实《0–6岁儿童眼保健及视力检查服务
规范》，进一步完善在籍中小学生及幼
儿园儿童的眼健康档案，一生一档，并
随儿童青少年入学实时转移。

《通知》要求，要坚持规范读写姿
势，培养科学用眼习惯。教师要教会学
生掌握正确执笔姿势，提醒学生遵守

“一尺、一拳、一寸”要求以及不歪头斜
脑。课堂上督促学生读写时坐姿端正，

及时纠正学生不良读写姿势；课间组织
学生走出教室活动或远眺，每天不少于
4次、每次不少于 5分钟。组织学生每
天做 2次眼保健操，结合大课间体育运
动做非接触式眼保健操。教师在书写
板书、制作多媒体教学课件时要注意保
证清晰可辨，字号大小适当。学校可定
期组织读写姿势评比、眼保健操评比等
活动，督促学生养成良好的读写姿势；
将电子屏幕使用时间纳入教学规范考
核，严格控制电子产品使用时长不超过
教学总时长的30%。

《通知》要求，要加强视力健康教
育。培养和培训健康教育教师，开发和
拓展健康教育课程资源，向学生讲授保
护视力的意义和方法，提高其主动保护
视力的意识和能力。充分利用宣讲团
宣讲、主题班会、学校广播、宣传栏、家
长会、致家长的一封信等形式对学生和
家长开展科学用眼护眼健康教育。支
持鼓励学生成立健康教育社团，开展视
力健康同伴教育。学校要利用好近视
防控宣传教育月、全国“爱眼日”等开展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近视防控知识宣
传活动。

《通知》强调，要充分利用全员导师

制做好“家校合育”。中小学应对本校
所有教师进行近视防控全员培训，增强
全体教师近视防控的责任心和紧迫感，
有效提升教师的护眼意识和方法，引导
教师在日常教育教学中落实落细近视
防控工作。成长导师应全面了解学生
的视力健康情况，指导学生对自己的用
眼习惯和家庭视觉环境进行评价，并通
过家访、与家长交流等方式引导家长积
极关注孩子的视力健康，掌握科学用眼
护眼知识，形成家校互动的合力。

《通知》强调，要坚持“预防为主、
综合防控、常抓不懈”的原则，实施综
合防控，形成长效机制，推动近视防控
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发
展。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校、幼
儿园要落实好每年 1次学生健康体检
制度和教育部“每学年 4次视力监测”
的相关要求。要建立健全学生近视防
控重点内容“清单化”管理制度，规范
日常工作。要强化监督考核机制。市
教育局将对各地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工作进行评议考察，评议结果作为对
市、区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和对市
属学校考核的重要依据，督促各地各
校进一步落实工作责任。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提高青少年视力

我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近视防控管理

扬中三跃中心小学：
《打错的电话》获镇江文艺会演一等奖

本报讯（孙厚荣）11月1日，在镇江市
小学生文艺会演戏曲类比赛中，由扬中市
三跃中心小学的方慧心、于浩然、马依涵
参演的锡剧《打错的电话》获得一等奖。

在教育部倡导“戏剧进校园”的号
召下，扬中市三跃中心小学采他山之经
典，扬戏曲之国粹，2017 年组建“小小
红花艺术团”，以武玉凝、方慧心、于浩
然、马依涵等一批进城随迁子女为核心
的小队员在外聘教练的带领下，苦练基
本功，从舞蹈身段、形体动作，到载歌载
舞、唱念做打，细微之处显神韵，舞台表
演见精巧。

“诗词里的科学”
镇江选拔赛在丹凤实小举行

本报讯（郦梅红）10月25日下午，由市
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第四届“诗词里的科
学”镇江市选拔赛在丹凤实验小学举行。

比赛由江苏广播电视总台优漫卡
通卫视小兔姐姐主持，共有 8所学校参
与，每支代表队由 3名学生、老师组成，
以赛题竞答的形式开展。题型分为必
答题、风险题、飞花令。竞赛中，参赛同
学们比拼诗词知识储备，探索诗词里的
科学原理，致敬经典的同时还领会了科
学的奥秘。经过三轮精彩比拼，丹凤实
验小学拔得头筹，将代表镇江参加江苏
省总决赛。

丹凤实小五年级的孩子们全程观看
了活动，感受了激烈又紧张的比赛同时，
也从另一个角度将优美的古诗词与其背
后蕴含丰富的科学知识相结合，品诗词
之美，悟科学之道。

此次活动以诗词为纽带，架起科学
的桥梁，为孩子们品味诗词、理解科学打
开了全新的视角。

本报讯（特约记者 唐守伦）11月 3
日下午，市教育局广播操代表队参加镇
江市市级机关第八届运动会广播操比
赛，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整齐划一的动
作赢得了观众的好评。

比赛现场，市教育局广播操代表
队队员身穿统一的中国红服装亮相。
伴随着熟悉的广播操旋律响起，队员
们动作舒展娴熟、节拍有力分明、姿势
优美大方，富有激情和活力，充分展现
了镇江教育机关团结拼搏、健康向上
的良好精神风貌。

据悉，市教育局机关干部积极参加
市级机关第八届运动会各项比赛。为
了练好广播操，大家利用课余时间投入
训练，严抠每一个动作，确保动作规范、
整齐划一。大家感慨地说：“参加广播
体操比赛，不仅能帮助大家释放工作压
力，还能缓解工作疲劳、培养健康的生
活方式，以更加充沛的精力投入工作。”

近日，句容市石狮中心幼儿园特
邀句容市消防救援大队的消防员走
进幼儿园。 胡敏 李祖燕 摄

乐在秋天，“育”见美好
近日，扬中市三跃中心幼儿园中二

班孩子们在家长志愿者的帮助下，亲手
制作秋季食物，体验劳动的乐趣。

陈楠 摄影报道

11月6日，镇江实验学校的“悦纳自
我，‘愈’见美好”心理活动月拉开帷幕。
通过温暖的拥抱、阳光的笑脸、励志的话
语带给学生不一样的体验，帮助学生选
择自己能接受的方式面对学习生活中的
挫折。 陈月芳 戴彬 摄影报道

强身健体 展示风采

市教育局积极参加市级机关广播操比赛

悦纳自我，“愈”见美好

本报讯（章飞彪、陈超）丹阳教育
部门将党建服务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发力“品质服务”，追求“人民满意”，

“一步一步”做在实处，“一枝一叶”干
出精彩，不断书写丹阳高品质活力教
育的“新答卷”。

润心先锋“时刻在线”。挂牌建立
“丹阳市青少年成长指导中心”，成立
指导中心党支部，组建 114 人的“润
心”先锋团队，通过党员“1+N”的形
式，“线上+线下”开展关爱青少年生
命健康“润心”行动志愿服务。截至目

前，共完成线上咨询118人次，线下接
待201批次，涉及300多个家庭。开展

“听云间·与你相约”系列活动，“润心”
先锋团队送教进机关、进社区、进农
村，不断扩大受益面。

教育保障“水平更高”。顺利完成
1684间教室照明改造，全市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照明达标工程改造全部完成。
全面落实校园大安全理念，聘请88名检
察官和公安民警担任法治副校长，开展

“金盾护校”等进校园活动80场。做实
学生资助，对所有经济困难家庭进行实

地走访，开展困难学生研学资助活动，
进一步提升资助育人有效性。

为民服务“持续出新”。实现全市
乡镇老年大学和乡村少年宫全覆盖，
结合名校资源扩增、教育布局调整有
利契机，依托集团化办学，优秀教师合
理流动，促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服务“乡村振兴”，基层党组织与
珥陵镇黄埝村困难家庭结对帮扶，助
销农产品；组织教师党员精心绘制“美
丽乡村·幸福生活”文化墙，丰富文娱
生活。

丹阳：“品质服务”妙笔绘“人民满意”亮色

本报讯（鲍明成 周丹）11月4日上
午，丹徒区宜城街道长山村关工委特邀
江苏大学京江学院的志愿者来到村委
会，带领村里的孩子们学习体验“掐丝
珐琅”工艺画。

志愿者通过PPT讲解捋丝方法，然
后在画板上点涂粘丝胶，通过镊子或双
手进行掐、掰、弯、折叠、翻卷金丝等操
作，美丽的花纹渐渐呈现在大家的眼
前。一群爱动脑动手的孩子们认真聆
听、观察志愿者的讲解、操作后，便迫不
及待地动手做起来。孩子们在画板上画
上自己喜欢的图案，然后涂抹粘丝胶，一

手拿着细长金丝，一手握紧镊子，沿着画
板上的线条掐出各种漂亮的花纹……

掐丝过程看似简单，实际上涂胶
水、捋直金丝、掐出造型这几个步骤环
环相扣，每个细节都要非常的小心。上
色也很有讲究，要少量多次，避免彩砂
在一处堆积过多，颜色的过渡也需要一
定技术。虽然都是零基础，孩子们在志
愿者的指导和帮助下都能顺利完成。

“掐丝珐琅”是我国非遗物质文化
遗产之一，京江学院的志愿者走进长山
村，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感受到了传统技
艺的魅力。

传承非遗“掐丝珐琅”

长山村孩子们动手实践有模有样

本报讯（孔祥明 王建明）句容市
教育局坚持讲好劳模故事、劳动故事、
工匠故事，用劳模精神感召人、用劳动
精神培养人、用工匠精神铸造人，将

“三种精神”的传承和弘扬贯穿立德树
人全过程，弘扬“奋斗光荣、劳动最美”
文明风尚，守德崇劳彰显时代担当。

弘扬劳模精神，我来学。各校常
态化邀请劳动模范、大国工匠深入校
园开展宣讲，发挥榜样力量，让“三种
精神”融入课程，唱响劳动教育主旋
律，激发师生奋斗激情、匠心情怀。省
句容高级中学开展“传赵亚夫精神火
炬，展新时代学子风采”实践活动。同
学们与时代楷模、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赵亚夫零距离接触，面对面聆听教诲，
立志做有为青年。白兔中心小学开展

“科普活动进田间 劳模来上劳动课”
活动，全国劳模纪荣喜围绕“白兔草莓
的发展史 ”“与赵亚夫的故事”“在家
如何护理草莓秧”，向师生讲述草莓种
植相关知识，并组织部分学生在草莓
田间课堂开展实践活动。行香中学与
省劳动模范、省优秀共产党员张奎峰
所在的白兔镇倪塘村葡萄种植示范党

支部签订校外劳动基地建设协议书。
同学们在基地学习劳动模范、接受劳
动教育、开展劳动实践活动，做到“教、
学、做”合一。教育局机关党支部组织
全体党员赴戴庄赵亚夫事迹馆，通过
聆听讲解、参观史料、观看影像、重温
入党誓词等方式，现场感受“时代楷
模”赵亚夫的榜样力量。

劳动激励心智，我会做。洪武路
小学搭建“后勤岗位体验平台”，让学
生主动参与后勤服务，强化学生的劳
动体验。华阳中学把劳动教育课堂搬
到“田野”，开辟“景曦”种植园，让学生
亲近自然，在实践中加强劳动观念和
环保意识。葛村中心小学组织学生们
来到田间地头，在收割过的田块里捡
拾稻穗，确保颗粒归仓，在稻田边，学
生们将收割的水稻扎成捆，手拿稻秆
用力拍打，进行人工脱粒，体验“粒粒
皆辛苦”。袁巷中心小学推进“熔铸

‘亚夫’精神的‘田耕’育人行动”这一
江苏省级学生品格提升工程项目建
设，打造“二园一馆一角”校园“田耕”
劳动实践园地，即开辟“悯农园”“果芳
园”“节气文化馆”和班级种植角，为学

生常态化“田耕”劳动提供便利条件。
崇明小学崇明校区在微信公众号开设

“我是劳动小能手”专栏，展示孩子劳
动感言、劳动日记、劳动画面、视频、家
长评价、同学评价，练一练、比一比、晒
一晒，看看谁最能干。白兔镇中心幼
儿园组织孩子们来到徐村草莓种植示
范基地，开启草莓探秘研学之旅，孩子
们对草莓苗进行了观察、测量、写生，
在实践中拓宽知识面，体验自然课堂
的乐趣。

工匠点亮“梦想”，我能行。句容
市实验小学“红领巾寻访”走近全国劳
模、“江苏大工匠”沈春雷，探访红色印
迹，聆听优秀劳模的故事，汲取努力奋
进的精神，体会新时代赋予少先队员
的光荣使命。省句容中专校邀请沈春
雷为师生作《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专
题报告。部分师生参观了沈春雷所在
的江苏广兴集团企业展示馆、工匠苑
以及广兴工业园建筑工业化装配式
PC构件生产基地，感悟他扎根一线四
十载，从普通的“小工”到公司“总工”，
从“瓦工”到“江苏大工匠”，学习敬业、
专注、精益、奉献的工匠精神。

句容：“三种精神”引领劳动教育

“嗨，今天你和陈老师约了吗？”
“陈老师，我们星期四约啊！”
我的“星期四有约”，在江南学校有

了点名气。每届学生都知道在这一天，
是可以和我畅所欲言的一天。有啥想
说的，有啥想解决的，都约在这一天，我
们可以在这一天聊心事，聊文学……

我是一名语文老师，同时担任学校
的副校长。我是 12 名学生的导师，平
时他们有不少话和我聊，也有很多青春
事和我分享。怎奈除了教学，学校其他
管理事务比较繁杂，经常和孩子话说了
一半，要赶着去开会，或者要处理一些
手头必须立即办的事情。学生觉得扫
兴，我也觉得遗憾。于是，我和学生们
设立了“星期四有约”制度。

选择“星期四”，是因为这一天我行
政值日，需要频繁巡视校园，这一天又在
班级有延时辅导，有更高频率接触学
生。于是，很多事务工作我就尽可能不
放在星期四，专门和孩子们约好聊聊天，
说说话。因此，只要是我的学生，只要有
事，都会顺口说一句“星期四有约啊”！

学生们可期待星期四了！在这一
天，班级里有个“星期四书场”，热爱文
学的同学们早早地就预约了讲书。在
延时辅导课上，同学们享受着文学的熏
陶，在名著的浸染下快乐成长。讲的人
滔滔不绝，听的人也乐在其中，我带着
孩子们在“大语文”的海洋里畅游，烦恼
和不快都在书中人物和跌宕起伏的情
节里消散了。

这一天，我会不间断地在课间到班
级，询问学生的生活，了解他们近期的

思想动态，问问最近有什么烦恼，学习
上有什么压力。小的问题课间就聊聊，
大的烦恼，一时半会说不完，他们就会
不自觉地说：“陈老师，课后我们约！”一
放学他们就会主动地在放学时到我的
办公室，坐下来慢慢地倾诉，一边吃着
办公室的美味零食，一边聊着郁结在心
中的那些或者说不清也许道得明的青
春期故事。聊完了，学生也会说“陈老
师，下星期四我们继续约”！

小新同学是最爱和我约的一位，他
每天和我都有说不完的话。他家庭情况
特殊，从小和爸爸一起生活，又是重新组
合的家庭，再加上青春期的叛逆，他特别
情绪化，和爸爸关系特别紧张，家里没有
可以倾诉的人。我只要发现他情绪不
对，就会和他说上几句，问问最近发生的
事情，他就会打开话匣子，说说家里发生
的琐事，又说说自己毕业想去的学校。
只要聊起来，十分钟是远远不够的，所以
他总是把要说的话积攒在星期四。他知
道这一天我值班，在校园“出镜”率高，他
就会在操场、食堂、校门口守候着我，插
缝逮着机会地和我聊上几句。聊完他就
会开开心心地去上课，望着他奔跑的背
影，我在想：“如果我能给学生带去那么
一点快乐，我将竭尽全力。”

如今，小新毕业了，他还会微信我：
“陈老师，咱们星期四还能续约吗？”“陈
老师，我要是星期四跟您约不起来，双
休日还能约吗？”那些毕业离开江南学
校的学生们都说：“一到星期四，就会不
自觉地想起江南三年那充满少年青春
回忆的‘星期四书场’‘星期四有约’！”

我的“星期四有约”
陈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