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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讯◇

人物风采

□ 郑 青

在贵阳市乌当区的乡村大地上，
有这样一位教育工作者，年仅 25 岁
便被委以重任，成为乌当区新场镇最
年轻的校长。为解决学生的午餐问
题，他还化身厨师为孩子们烹制美味
饭菜，用青春和汗水书写乡村教育的
绚丽篇章。他就是新场镇谷溪小学
校长王科学，一位在乡村教育岗位上
默默耕耘二十个春秋的教育工作者。

毅然返乡，踏上乡村
教育征程

王科学出生于农村，他深知农村
教育对孩子们的重要性，也深深明白
乡村孩子对知识的渴望。2005年，怀
着对家乡的热爱和对教育事业的憧
憬，王科学毕业后告别大城市的生
活，毅然决然地回到了新场镇，成为
一名乡村教师。

初到乡村学校，简陋的教室、破
旧的桌椅、匮乏的教学资源，让他深
刻感受到了乡村教育的艰难。但王
科学并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选择
在坚守中前行，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
奉献自己的力量。

凭借着扎实的专业能力和认真
负责的工作态度，王科学很快赢得
了学生们的喜爱和同事们的认可。
在执教生涯的早期，他就荣获了“新
场镇先进教育工作者”的称号。这
份荣誉不仅是对他工作的肯定，更
是激励他继续前行的动力。他深
知，自己肩负着乡村孩子们的未来，
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为他们提供
更好的教育。

勇挑重担，攻坚乡村
教育难题

在杏坛辛勤耕耘5年后，王科学
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重大转折。2009
年，年仅25岁的他被委以重任，担任
新场镇老棚小学校长一职，成为新场
镇最年轻的校长。

新学校位置偏僻，四周群山环
绕，交通极为不便。王科学很快就发
现了学校面临的诸多问题，其中最让
他揪心的是那些离家较远的留守儿
童。这些孩子为了赶时间上学，经常
来不及吃早饭，只能饿着肚子等到下
午才能吃上饭。王科学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

为了解决孩子们的午餐问题，王
科学迅速行动起来。他四处联系爱
心人士，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为每名
学生争取到了每天 4 元的爱心午餐
费。接着，他又动员学校的老师轮流
担任“校园厨师”，自己更是以身作
则，承担了大部分的工作。为了采购
到新鲜、实惠的食材，他常常天没亮
就骑着摩托车去集市采购，对食材的
品质和价格严格把关，确保每一分钱
都用在孩子们的午餐上。

“爱心午餐一定要吃到学生嘴
里，绝不能从学生的嘴里扣钱。”王科
学坚定地说。他坚持公开爱心午餐
明细，让学生、家长和爱心人士都能
清楚地看到每一笔费用的去向。当
教室里传出琅琅读书声，简易厨房里
灶火燃起，王科学摇身一变成了掌勺

师傅。他和值班教师一起，加急烹制
美味的午餐，变着花样给孩子们补充
营养。“够吃吗？合口味吗？”王科学
总是关切地询问着孩子们。“学生吃
饱了，学习动力自然更足。”王科学笑
着说。

2011 年，国务院启动了“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这份持
续近两年的爱心行动圆满结束，但
王科学对孩子们的关爱却从未停
止。他深知，乡村教育面临的问题
不仅仅是午餐问题，还有教学资源
匮乏、师资力量薄弱等诸多难题。
他开始思考如何为孩子们提供更好
的教育环境，如何提升学校的教学
质量。

初心如磐，开创乡村
教育新局

二十载教书育人路上，王科学从
未停止前行的步伐。他先后辗转4所
学校，在每个岗位上默默探索、不断
提升。2017年，王科学调任到乌当区
新场镇谷溪小学担任校长。

王科学不仅注重学生的成长，也
关心教师的发展。他深知学校师资
队伍薄弱，便多次参加省级、市级校
长提升培训，学习先进教育理念和管
理方法，并带领教师积极进取，不断
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

为改善学校的教学条件，王科学
积极争取资金及外界资助。他四处奔
波，联系企业、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

经过他的努力，学校陆续配备了多媒
体教学设备，让学生们体验到了线上
学习资源，对大山外面的世界有了新
的认知。

王科学还充分挖掘学生身上的
闪光点，许多少数民族学生多才多
艺，有的会吹芦笙，有的会跳小尧花
鼓舞，于是，他和学校老师共同将芦
笙、小尧花鼓舞等民族文化元素编写
纳入学校校本课程，组织教师团队利
用课余时间向当地村民请教，挖掘小
尧花鼓舞的历史渊源，在此基础上加
以创新。这些乡土课程深受学生们
的喜爱，不仅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
趣，还增强了他们对家乡文化的认同
感和自豪感。

在王科学的带领下，学校在教学
质量、教育资源、学生发展等方面均取
得了明显成效。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汗
水，为乡村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时光飞逝，白驹过隙。王科学在
乡村教育岗位上默默奉献了二十载
岁月，他用7000多个日夜践行教育初
心，用真挚的爱为大山里的孩子们照
亮了希望之路。回顾这20年的乡村
教育生涯，王科学感慨万千：“最大的
收获是心灵的富足与成长。我见证
了无数孩子从懵懂无知到刻苦学习，
他们就像春天里破土而出的幼苗，在
教师们的心血浇灌下，茁壮成长为参
天大树。这份成就感，远超任何物质
的奖励。”

深耕教育二十载 恪守初心育桃李
——记贵阳市乌当区新场镇谷溪小学校长王科学

本报讯 贵州省2024年成人高校
考试招生报名工作于9月4日启动，本
次考试报名及志愿填报分为注册报名
及意向志愿填报、报名资格审核、网上
缴纳报名费、网上打印准考证、填报正
式志愿五个阶段进行。

9月4日至7日，考生登录贵州省招
生考试院网站考试报名入口，进入贵州
省成人高考网上报名系统。9月5日至
9日，各报名点进行网上审核，考生可登
录报名系统查询审核结果，按审核结果
提示进行资料修改、线下审核或进行缴
费。已在网上报名，但未通过审核且未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线下审核或修改信
息重新提交报名信息的考生，视为放弃

报名。9月10日22时前，审核通过的考
生须在规定期限内登录报名系统进行
网上缴费，审核通过但逾期未缴费的考
生视为报名无效。

考试结束，公布考试成绩后，考生
须再次登录贵州成人高考网报系统，
填报正式志愿；填报正式志愿时间为
12月1日至5日22时。规定时间内未
登录系统填报正式志愿的考生，系统
将默认其意向志愿为正式志愿。

贵州省成人高校招生考试录取时
间为 12 月上旬开始至 12 月底结束。
考生可在贵州省成人高考网上报名系
统中查询录取情况。

（周朝义 徐 颖）

2024年成人高考招生报名工作启动

本报讯 日前，由贵州省数学学会
主办，贵州师范学院承办的2024年学
术年会在贵州师范学院举行。300余
名来自省内外高校、中小学的专家学
者、教师和研究生代表围绕数学学科
学术研究、教育教学研究、人才培养质
量提升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交流研
讨。

贵州师范学院校长韦维、贵州省
数学学会理事长杨辉，贵州省科学技
术协会技术创新部部长蔡娜分别在会
上作发言。来自厦门大学和首都师范
大学的两位专家进行大会特邀报告。
贵州大学、贵州师范大学、贵州师范学
院、贵州民族大学、贵州财经大学5名

专家学者代表作大会报告。贵州民族
大学、黔西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贵州
省数学学会 3 名专家分别作科普报
告。此外，贵州省内多所高校青年教
师和博士、硕士研究生代表分别在 8
个分会场作了 130 余场青年论坛报
告。

贵州省数学学会学术年会是省内
数学界学者的高级别学术盛会，大会
为贵州省从事数学教育和科研的高校
和中小学数学教师以及研究生搭建了
一个学术交流和学习研讨的平台，年
会的顺利举办将进一步推动贵州省数
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何登成）

贵州省数学学会2024学术年会举行

本报讯 第九届全国大学生生命
科学竞赛近日落下帷幕，来自贵州大
学的本科生团队在此次大赛中共获一
等奖 2 项、二等奖 17 项、三等奖 23
项。贵州大学获竞赛创新创业类赛道
优秀组织奖，农学院教授方中明获竞
赛创新创业类赛道“优秀管理员”荣誉
称号。

其中，农学院团队项目“控温型液
态地膜对玉米种植及土壤微生物群落
的影响规律探究”荣获科学探究类全
国一等奖；农学院团队项目“芸薹黄化
病毒 RT-LAMP-CRISPR/Cas12a 可
视化等温检测方法的建立”荣获创新
创业类全国一等奖。

据悉，全国大学生生命科学竞赛
是生命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级
大学生学科竞赛之一，分为科学探究
类和创新创业类两个赛道。科学探究
类赛道共有来自全国 629 所高校的
16732支团队参加，创新创业类赛道共
有来自全国535所高校的6676支团队
参加，科学探究类赛道共有 567 支参
赛团队进入全国决赛，创新创业类赛
道共有 484 支参赛团队进入全国决
赛。2024年，贵州大学报名科学探究
类171支队伍，创新创业类37支队伍，
国赛报名人数和获奖数量在全省高校
中均位居前列。

（何登成）

贵大学子在全国竞赛中获佳绩

本报讯 由遵义市教育体育局举
办的 2024 年遵义市二级社会体育指
导员培训班近日开班。来自遵义市各
单位、单项体育协会、俱乐部的180名
学员参训。

培训计划三期，采取集中理论教
学与体育运动项目技能训练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分别在遵义市奥体中心、红
花岗区金鼎山镇拓路士绳攀基地、遵
义市教师培训中心开展。培训邀请各
项目的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高校
专家、球队及协会教练前来授课，内容
涵盖社会体育法律法规、社会指导员
行为规范与工作职责、运动损伤与康

复等基础理论知识。根据培训要求，
学员们还将按需掌握气排球、飞盘、腰
旗橄榄球、健身气功、象棋与山地户外
六大项目技术要求与施教方法等内
容，经考核合格者，将被授予相应项目
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

遵义市不断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
队伍建设，以社会体育指导员为主体
的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队伍，活跃在遵
义市各个体育活动场所，为推进体育
锻炼经常化、个人健身生活化，推动全
民健身蓬勃发展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
献。

（尊 怡）

遵义市开展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

本报讯 为进一步降低学生供餐
成本，贵阳市教育局创新实施学生牛
奶及鸡蛋的市级统一集中采购策略，
于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实施。

据了解，贵阳市教育局在学生餐
整治工作全面完成的基础上，发现各
区（市、县）牛奶、鸡蛋集采存在质量参
差不齐、同一产品价格相差较大的问
题。面对这一现状，贵阳市教育局多
次组织区（市、县）教育局、学校召开工
作会，对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仔细分析，并通过市级统招分签的方
式，精心挑选优质供应商。集采后，同

类型低温鲜牛奶、酸奶和常温纯牛奶
明显降价，全年总计可节省超3000万
元。此外，学校营养餐鸡蛋养殖企业
能做到今日产次日配，价格优惠且全
部为富硒蛋，真正做到了让惠于学生。

实施过程中，贵阳市教育局建立健
全验收机制，明确验收人员职责，确保
每日配送的食材均符合安全标准。同
时，联合市场监管等部门，对配送企业
进行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样检测，确保
产品从源头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为
学生饮食安全筑起坚固防线。

（罗 欢）

贵阳市推动学生餐鸡蛋牛奶集中采购

本报讯 9 月 4 日，在安顺市关岭
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坡贡镇中心学校足
球场上，学生们正在教练的指导下进
行传球、接球、射门、防守等足球训练，
尽情地挥洒激情和活力。

据介绍，该校自启动足球进校园
活动以来，不仅丰富了师生校园文化
生活，促进了学生身体健康发展与情
感交流，还推动了坡贡青少年校园足
球水平不断提升。该校每学期都会邀
请安顺市校园足球协会到校开展“送
课到校”活动等，课余组织学生到黄果
树中学、关岭一中、关岭二中等学校开

展足球联谊活动，相互取长补短，强强
联合、共同提升。该校学生曾在县级
校园足球比赛中多次荣获奖项，2022
年至 2024 年连续三年代表关岭自治
县足球队参加市级比赛。

近年来，坡贡镇中心学校积极探
索校园足球教学模式，通过开展足球
进校园、成立足球兴趣小组、足球社团
等，推广和普及校园足球运动，鼓励更
多青少年了解足球、参与足球、热爱足
球，为有序推进学校足球运动奠定坚
实基础。

（邹 鹏）

关岭自治县坡贡镇力推足球进校园

本报讯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
厅、教育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国
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做好2024年秋季学期学校食品
安全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要求各地巩固校园食品安全排
查整治专项行动成果成效，切实保障
在校师生饮食安全，做到秋季开学全
国学校食堂以新面貌、新气象迎接师
生。

《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要指
导有条件的地方和学校实行大宗食
材公开招标、集中定点采购制度和评
价退出机制，定期公示有关情况。学
校食堂和校外供餐单位要索取进货
查验证明文件，确保货、票相符，原材
料感官性状无异常，加强食品加工制
作过程标准化控制和从业人员培训，
有效规范食品加工制作行为。

《通知》指出，学校食堂要合理布

局各环节流程，设置食品贮存、初加
工、切配、烹饪、餐具用具清洗消毒等
场所。定期开展“三防”设备设施清
洁维护，防止有害生物入侵和孳生。
配备与供餐人数相匹配的餐具用具
清洗消毒设施设备，完善清洗消毒岗
位工作职责，规范各环节操作，保障
餐具用具洁净。

《通知》强调，中小学校长、幼儿
园园长今年9月至少要在食堂召开一

次现场办公会，着力改善学校食堂就
餐环境；要严格落实中小学校（幼儿
园）相关负责人陪餐制度；要开展食
源性疾病预防和营养健康宣传教育，
倡导学生餐食减油、减盐、减糖。

《通知》还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
要建立协商机制和联合监督检查机
制，拓宽制度建设维度，形成校园食
品安全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

（程心月）

四部门部署秋季学期学校食品安全工作

本报讯 近5年来，我省残疾儿童获得
国家、省、市创新奖300多项，残疾运动员
在国际、国内残奥体育项目中获奖200多
项。通过持续推进三期特殊教育发展提
升计划，我省在特殊教育普及水平、保障
条件和教育质量上得到显著提升。

“十三五”以来，贵州累计投入特殊教
育专项资金8.75亿元，推进实施特殊教育
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持续改善办学条
件，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融合
教育专项投入资金1500多万元，创建省级
融合教育实验区 4 个，156 所融合教育学
校（幼儿园），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2
个。

目前，全省20万人口以上县建立特殊
教育学校达98%，已建特殊教育学校78所，
三级资源中心87个，资源教室586个，特殊
教育中职校1所，高等特殊教育院（系）9所，
建立特殊教育学前至高等教育全学段体
系，残疾学生义务教育入学率达96.8%。

我省协调建立管理单位和学校共建
共享共创的机制，全面推进融合教育，探
索推行学区化管理、区域联盟、集团化办
学等运行机制，实行师资互动、资源共享、
管理共进、教学共研，培育一批优质融合
学校，促进县域内、校际间普通特殊教育
学校协同发展。

我省还大力支持特殊学校科创教育，创建科创室，
2023年我省残疾儿童荣获全国辅具创新设计奖，在“2023
年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获得中国残联充分认可。同时，
引进省外优质资源，建立遵义、黔东南等地与广东特殊教
育合作机制，8所特殊教育学校获得帮扶项目11个，累计
争取资金1100万元。

为增强特殊教育服务能力，我省探索“幼有善育”新
行动、“双高衔接”新模式：联动财政、民政、卫健、残联加
强残障儿童监测与筛查，增强部门间数据共享，创建省级
融合幼儿园36所；持续加大普通高中招收残疾学生政策
支持，实现383所普通高中招收残疾学生；建立高校与贵
州特殊教育学校合作共建、协同发展的“生源基地”培育
模式，今年，全省特殊教育学校残疾学生高考录取率达
79%，未录取残疾学生就业安置92%。

为进一步解决我省特殊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满
足社会对优质特殊教育的需求，我省将坚持问题导向、锚
定目标，到2025年，实现20万人口以上县建成达到标准
的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入学率达到
97%以上，在改善特殊教育办学条件、巩固完善特殊教育
经费投入机制、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的同时，吸
收、延续国际国内的成熟做法和优秀经验，结合省内实情
提出新思考、实践新探索，探索“适宜融合”的区域模式，
促进教育观念、教育技术、教科研能力提升，有效服务教
学，为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育。

（周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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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师生
“平安上学路”

为进一步增强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
六盘水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近日走进水城区大湾镇中心校，
给师生们带来一堂生动的“开学第一课”，为新学期交通安全教
育注入新活力，全面守护师生“平安上学路”。 李 俊/摄

筑牢禁毒
“防火墙”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中学高三年级学生近日走
进该县禁毒教育基地，通过禁毒知识问答、VR体验等，身临
其境感受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危害，进一步提升识毒、
防毒和拒毒能力。 凌 红 郭怡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