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绽放民族团结花绽放民族团结花

4月8日，隆回县教育局举行“铸牢中华共同体意识，建设伟大祖

国，建设美丽家乡”主题演讲赛，来自全县各中小学21名选手通过精

彩演讲，尽情讴歌了民族团结、祖国富强、家乡巨变等繁荣景象。图

为选手身穿民族服饰进行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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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蒋正争 唐凌

周贤华）敬献鲜花、书写信笺、讲述英

烈故事……4 月 2 日，道县第四小学

50 余名少先队员在学校党员教师的

带领下来到道县陈树湘红色文化园，

开展“党建带队建，清明祭树湘”活

动。这是道县教育系统开展“百校清

明祭英烈”活动的一个剪影。

道县是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示范县、全省首批启动建设长征国家

文化公园重要节点县，先后建成陈树

湘烈士纪念园、何宝珍故里、陈树湘

党性教育基地等红色教育基地。近

年来，道县各学校把清明祭英烈活动

作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载体，依托

本土红色资源优势，持续加强英烈事

迹的挖掘和宣传，让红色基因在学生

心中生根发芽，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在清明节前后，该县教育局组织

全县百余所学校12余万师生通过“擦

拭一遍墓碑”“敬献一束鲜花”“倾听

一段红色故事”“书写一张寄语卡片”

等形式，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营造

关注英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守护

英烈的良好氛围。

“下一步，我们还将开展‘忠诚正

道’理论微宣讲、我与老兵面对面、校

长思政课大比武等活动，多形式、多

渠道推进红色教育进学校，讲好革命

英雄故事，崇尚英雄、学习模范，点亮

学生的红色信仰之灯。”道县教育局

党组书记、局长周明远说道。

本报讯（通讯员 万石正 廖超）

将每月最后一周设定为“无会周”，除

保留校长工作群、基教工作群等必要

的工作群外，其他所有干事工作群全

部解散……近日，岳阳县教育体育局

下发《关于进一步减轻学校和教师负

担切实纠治形式主义的通知》，在教

师群体中引起广泛热议。

今年以来，为从根本上杜绝形式

主义和官僚主义，让学校和教师把更

多的精力放到教书育人的主业上，岳

阳县教体局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研

究出台方案，制订了7条硬核举措，提

升机关工作效能，扎实推进为基层学

校和教师减负落地见效。

在规范管理上做“减法”，抓好源
头管控。县教体局将每月最后一周设

定为“无会周”，局班子成员和各股室

召集下面学校开会，必须事先征得局

长同意，并提前一周向局办公室报备，

做到非必要不开会。大幅压减微信工

作群，全力纠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进一步精简发文数量，严把发文关口，

切实按下学校管理“消音键”。

在制度建设上做“加法”，强化统
筹归口。统筹活动管理和下校督导检

查，除上级明确的督查检查考核事项

外，其他工作不单独开展督查检查考

核。下校检查考核不制订督查方案，

不成立工作专班，不搞大面积督查，大

力践行“一线工作法”，以抽查形式为

主，倡导“四不两直”检查督查方式，做

到无扰督查。

在科技赋能上做“乘法”，助力教
师减负。积极推动信息技术在教育

教学和教师培训中的应用，新建岳阳

县“三个课堂”网络平台，组织开展

“主题式教研”“城乡连体课堂研讨”

等区域研修、远程研训活动，减轻教

师培训负担。同时，依托网络联校，

创新会议形式，让校长、老师们少跑

路。

在纪律作风上做“除法”，营造良
好环境。明确机关干部下校检查、督

查，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省、

市、县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

众的相关规定，不搞迎来送往、吃喝

请托。

为督促和引导学校把主要精力

用在教育教学上，近年来，岳阳县教

体局不断优化管理机制，持续推进

减轻学校非教学事务负担。2023 年

推动县委、县政府出台《关于开展

“净校安园”行动的十条措施》，从严

格规范社会事务性工作进校园、减少

规范统计调研报表填写工作等十个

方面提出了减轻教育负担较重的问

题。本次减负行动，进一步优化教育

发展环境，让广大教师安心、静心、舒

心从教。

4 月 7 日，溆浦县下发《溆浦

县整体推进主题校本研修行动计

划》的通知，一场聚焦“五育并举”

的校本育人体系建设、新课标新

教材的校本化实施、学校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教师

培训活动正式启动。

2023年，溆浦县教育局在对

义务教育阶段质量调研中发现，

存在青年教师需加速成长、校本

研修内容单一、培训资源急需整

合等问题，制约县域教育质量的

提升。为此，溆浦县结合县域教

育实际，推进主题校本研修常态

化实施，打通教师培训“最后一公

里”，构建以师生发展为中心的研

修新生态。

溆浦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

长刘杰卫告诉记者，通过召开国

培项目设计研讨会、赴多地名校

考察主题校本研修，以及邀请省

级专家来县指导等一系列举措，

溆浦县教育局规划和明确了三年

培训的目标、进度和任务，确定2024年为溆

浦县主题校本研修启动年，要全域启动、首

批创样；2025年为发展年，要全员研修、创

样示范；2026年为推广年，要全面提升、协

同发展。

在省教师发展中心支持下，溆浦县教

育局、县教师发展中心于 3 月中下旬组织

了多次集中研修，聚焦主题校本研修的设

计与实施、引领和管理团队建设、制度建

设、方案制定、评价改进等专题进行了理论

指导和操作培训，增强了教育局、学校、县

学科工作室“关键人”的自觉性、主动性，提

升了对主题校本研修的领导力、指导力。

趁热打铁，学科教师（班主任）骨干培

训随之而来。“参培的骨干教师（班主任）是

各督学责任区、学校学科教研组组长（工作

室主持人），通过培训提升了主题校本研修

的引领力，返岗能胜任区、校学科（班主任）

主题校本研修的设计、组织和指导。”溆浦

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永兴介绍，下一步，

这些骨干校长、教师、班主任将担任片区、

学校、级组主题研修的领头雁，履行好“做

研修、带研修、推研修、展研修”的职责，辐

射带动教师全员参与主题校本研修，做到

人人有主题，人人有研修，人人有成果。

本报讯（通讯员 匡妮）为整合

校友资源，充分发动和组织校友回

湘作贡献，4月2日，衡阳市教育局

组织召开全市教育系统“校友回

湘”工作推进会议，传达学习了省

市有关“校友回湘”文件精神，解读

了《衡阳市教育局推进“校友回衡”

工作方案》。

目前，衡阳市教育局已成立

“校友回衡”工作协调小组，设立了

工作专班。下一步，将推动学校多

维多元组织开展校友会、茶话会、

座谈会、研讨会等活动，支持学习

聘请“招才顾问”“招商大使”，组织

“年度校友经济人物”“最美校友”

评选等活动，努力营造衡阳重视人

才、服务人才、厚待人才的良好氛

围。

衡阳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

长、“校友回衡”工作协调小组副组长贺雪峰

强调，各地各校广泛挖掘校友资源，积极宣

传“校友回湘”政策；要聚焦关键学校、瞄准

关键人群、用好关键人、做好关键事，牵线搭

桥推动更多的优秀校友回到母校、扎根家

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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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溪县：
联合教研共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杨惜春 张莎）为认真

落实教育部督导办关于做好义务教育质量

监测的相关要求，有条不紊地推进 2024 年

国家义务教育监测工作，4月3日上午，泸溪

县武溪小学携手武溪二小、芙蓉学校共6所

学校进行联合教研，为学校搭建交流合作平

台，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教研现场，各校教师代表进行教学示

范，听课教师围绕如何有效提高课堂教学质

量进行交流研讨。县教体局党组成员、总督

学杨喜要求学校要找准存在的问题，进一步

抓教学质量提升，抓课堂教学，向40分钟课

堂要效益。要加强教研活动，落实新课程方

案。要抓教学常规落实到位，认真贯彻落实

义务教育质量检测相关要求，为 2025 年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工作做好准备。

此次区域联合教研活动通过课堂展示、

交流互动、名师指导，进一步优化了教研模

式，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校际教师共同成长。

本报讯（通讯员 张文耀 李晓岚）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每一

次阅读都是一次精神的旅行。字里行

间，追寻智慧，收获知识。”4月2日上

午，攸县第二届“少儿读书讲坛”活动

在攸县工业路小学举行，来自全县各

中小学的29名小选手现场进行好书分

享和答辩对决，共赴阅读之旅。

读书分享时，选手们个个精神饱

满，介绍经典好书、畅谈读书收获，声

情并茂的演讲，带领现场师生走进一

个个五彩缤纷的读书世界，一起感悟

寓言故事的道理、体验不同主人翁的

经历与成长。现场答辩环节，选手们

或慷慨激昂陈述观点，或引经据典阐

述见解，或娓娓道来阅读历程，不断

将比赛推向高潮。

此次读书讲坛活动的成功举办，

不仅给师生带来一场阅读的视听盛

宴，还点燃了全县师生的阅读热情。

攸县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小学语文

教研员占平莉充分肯定了选手们的

精彩表现和扎实功底，同时也号召全

县师生以书明智、以书交友，把阅读

细化成一种生活习惯，让读书为进步

与成功奠定基础，为开拓与拼搏注入

活力。

道县：百校师生祭英烈

攸县：童年有书 未来有梦

岳阳县：教师减负出实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