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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奠基工程”，是

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战略工

程”，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兴旺发达的“希望工程”。近年

来，四川省射洪市紧紧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着力优化未成年

人成长环境，用心用情为未成年人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突出“实”，优化工作机制

抓实工作体系。把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工作列入射洪市委、市政府和市文
明委重要议事日程，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
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群团履职尽责、文明
办组织协调、全社会积极参与的工作体系。

落实工作专班。建立由市政府办、市委宣
传部、市教育体育局等30个单位组成的市未
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校园周边环
境整治专项工作组。

压实工作责任。建立县级领导定期督办、
成员单位每季度研判、市文明办每周调度工
作制度。宣传、网信、公安、教体等9个部门围
绕校园周边环境、校外培训、网络安全等常态
化开展专项检查，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
好的社会环境。

立足“用”，丰富活动载体

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依托各文明
实践阵地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小手拉大
手”等活动，邀请“五老”宣讲团深入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站）、中小学校宣讲党的二十

大精神。组建“新时代好少年”志愿服务队，
让全市中小学生既享受志愿服务，又参与志
愿服务。

用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组织中小学生
到烈士陵园、3536三线城、贺诚生平陈列馆等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研学基地，策划“追溯三
线记忆”“唐诗寻踪”等主题研学活动。

用好校园主阵地。严格按照“六好”标准
推进文明校园建设，全市累计创成省级文明
校园4所、市级文明校园15所，各校围绕锻
造理想信念、涵养文化情感、促进环境育人，
开设剪纸、版画、篆刻、线编、抖空竹等课程
近30类。

着眼“活”，创新宣教形式

“主题式”教育活动活起来。组织“我们的
节日”“传承红色基因 争做时代新人”等30余
项主题活动，常态化开展升旗仪式、开学仪
式、毕业仪式等，不断提高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素养和文化素养。

“荣誉式”宣传载体活起来。以“新时代好
少年”“最美少年”评选为载体，积极开展模范
榜样评选，13人入选省级、市级典型。线上线
下设置模范榜样宣传专栏，引导未成年人学

习先进、见贤思齐、向上向善。
“体验式”培训课堂活起来。编制《海内文

宗天地心》《光辉永存》等6本思政教育读本，
投入2000万元建设“射洪市青少年综合实践
教育基地”，打造思政、党史、法治、劳动、安全
等13个教育体验场馆，为未成年人开辟了更
为全面的素质体验教育第二课堂。

注重“合”，营造健康环境

联合实施，打造协同教育模式。建立“1+
N”“校家社”协同育人创新管理机制，实施思
政引领、法治护航、困境帮扶、心理健康等教
育关爱项目，培树“洪城幸福家·幸福娃”品
牌，积极赋能“校家社”协同育人。

整合力量，推进心理健康教育。规模较大
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实现专业教师全覆盖，
其余学校组建以德育主任、班主任、思想品德
教师为主的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建
立未成年人校外心理辅导站，年均开展心理
讲座30余场次。

融合形式，抓实安全普法工作。建立反家
暴联动工作组，共通信息、各司其职、互补有
无，常态化开展模拟法庭、安全教育讲座等普
法教育活动，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陕西宝鸡市陕西宝鸡市：：
将课堂搬进田间

本报讯（毛丽娜）收割、扎捆、堆摞、拾麦
穗、晒麦……近日，炎炎烈日下，在陕西省宝鸡
市的田间地头，活跃着青少年劳作的身影。据
悉，这是宝鸡市多所学校开展的“捡拾麦穗颗
粒归仓”劳动实践活动。孩子们走出校园走进
麦田，体验收割小麦的艰辛。

瞧，学生们一人拉、几人推，将满满一架子
车麦子送进晾晒场。几天前，宝鸡高新区千河
镇产东村的麦地里，迎来了镇上两所小学的百
余名学生，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了地
毯式地捡拾麦穗活动。虽然烈日当头，汗流浃
背，但孩子们的热情却丝毫不减，大家将捡拾
的麦穗交到老师的手上，确保颗粒归仓。劳动
结束后，孩子们还自发背诵起古诗《悯农》。

听，校长击鼓开镰、老师动员讲话、少先队
员代表宣读倡议……陈仓区西堡小学也将劳
动课搬到了田间地头。田间麦浪滚滚，倡导“拒
绝浪费、珍惜粮食”的横幅格外显眼，师生们分
工协作，有的割麦，有的捆麦，有的拾麦穗……
干得热火朝天。

看，金台区蟠龙镇小村小学的少先队员们
低着头、弯着腰，翻找落在地里的麦穗。在参与
收割的过程中，同学们不仅增强了团结协作精
神，更体会到了一粥一饭的来之不易。此外，眉
县常兴中学、小法仪中学的学生们，也在金黄
的麦地里听老师讲解小麦的种植、生长、丰收
过程，并体验传统方式收割小麦。

厚植成长沃土 浇灌德育之花
——四川省射洪市扎实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蒋晓凤

四川资阳市四川资阳市：：
启动“护苗2023”专项行动

本报讯（资文）6月20日，由中共资阳市委
宣传部、资阳市文明办、资阳市“扫黄打非”办
公室主办的“有爱资阳 护苗成长”——资阳市

“护苗2023”专项行动暨“绿书签行动”启动仪
式在雁江区第一小学城东分校举行。

仪式上，志愿者和学生代表发出“志愿汇”
倡议，倡导全社会践行“有爱资阳、护苗启航，
有爱资阳、志愿同行”，共同推动健全家庭、学
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位一体的未成年
人保护体系。

据悉，资阳市已于6月初正式启动了涉未
成年人非法绘本专项整治行动。“护苗2023”
专项行动的启动是资阳市按照中央、省、市“扫
黄打非”工作要求，以“绿书签行动”为载体，既
抓教育引导，又抓市场监管，积极构建政府、社
会、学校、企业、家庭为一体的工作体系，进一
步打响“护苗”品牌的重要举措，将为资阳市进
一步强化宣传教育、深化品牌建设、加强市场
监管，筑牢全社会、全领域、全天候的立体“护
苗”防护网，为广大未成年人营造健康文化环
境和清朗网络空间提供有力支撑。

安徽来安县安徽来安县：：
48所中小学
课后服务实现全覆盖

本报讯（李明杰 李国）“眼睛盯球，脚下找
球，在找球前移动，击球时脚下要踩实……”6月
21日下午，伴着嘹亮的哨声，安徽省来安县第二
小学乒乓球社团课后延时服务课开始了。孩子们
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日常训练，从基础站姿、找
球站位到节奏把控，每个步骤都有模有样。

“课后延时服务是全面落实‘双减’政策，
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的有效举措。”来
安县第二小学副校长单泽宇介绍，学校坚持

“不上课、不补课、不增负”的原则，积极探索
“兴趣+学习”课后延伸服务模式，成立34个课
后服务社团，开设“智课堂、艺课堂、创课堂、赛
课堂”等四系列特色社团课堂，设置20多个

“兴趣特长+学习辅导”特色课程，在减轻学生
课业负担的同时，为孩子们提供课程“点单”服
务，以满足学生个性化、多元化学习需求。截至
目前，该校68个教学班有3805名学生接受课
后延时服务，实现了有需要的学生全覆盖。

针对中小学生“放学早、接送难”、校外培
训机构加重学生课外负担和家庭经济负担等
问题，来安县全面推行课后延时服务“5+2”模
式，每周5天、每天至少2小时。同时，建立年初
规划、中期检查、年终考核的课后服务监管机
制，将日常督查与年终考核相结合，确保中小
学课后延时服务规范、有序开展。

“自2021年开展课后延时服务以来，全县
48所中小学课后服务实现全覆盖，受益学生
10万人次。”来安县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课后延时服务大大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培
养了学生兴趣特长，学生综合素质得到提升。

宁夏灵武市宁夏灵武市：：
多措并举深化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本报讯（赵惠）今年以来，宁夏回族自治区灵
武市结合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联动图书
馆、文化馆等部门，积极开展非遗进校园、进新时
代文明实践基地等活动，通过体验式、互动式的
学习方式，不断培育和打造“非遗润童心 文化共
传承”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品牌。

非遗展示进校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灵武市文化旅游广电局联合市教育体育局主办、
市文化馆在郝家桥镇狼皮子梁学校开展“传承经
典 筑梦未来”戏曲进校园活动，通过介绍中国戏
曲的相关知识、现场互动体验戏曲唱腔等，让孩
子们全方位感受戏曲艺术的魅力。此外，各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还对马氏口弦制作技艺、唐氏羊羔
酒酿造技艺、宣纸烙画技艺、丝绸剪纸技艺、灵武
刺绣技艺等非遗项目进行介绍和展演。

非遗讲解面对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灵武市文化馆组织非遗小讲解员在第四小
学、文昌阁非遗传承基地开展“讲好非遗故事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非遗知识讲解志愿服务活
动，为同学们讲解非遗知识，并与非遗传承人
面对面交流，让青少年在非遗讲解中深刻体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非遗剪纸小课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灵武市文化馆积极发挥非遗传承人赵卫娣剪纸
特长，在灵武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非遗展示
馆）、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灵武市图书馆书香苑
分馆）设置工作室，通过一对多的授课形式，讲
述或演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在推动非遗
传承与特色素质教育有机结合的同时，持续推
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走深走实。

德育是学校教育的灵魂，是学生健康成
长和学校工作的保障。近年来，湖北省汉川市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中小学德
育工作常态化和特色化，着力形成全员育人、
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德育工作格局。

聚焦队伍建设，形成浓厚育人氛围

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汉川市加强对教师
德育理论和实践的培训，不断提高教师的育
人水平；注重对德育管理干部和教师德育工
作的激励和表彰，引导学科教师将德育渗透
到学科教学中；突出抓班主任队伍建设，时时
处处注重学生的养成教育。

发挥共青团和少先队作用。加强共青团、
少先队的组织建设，把共青团、少先队工作纳
入学校素质教育的整体布局，选派优秀青年
教师担任共青团和少先队专职干部，积极支
持、指导共青团、少先队组织开展活动。此外，
积极吸纳有责任心、有能力、有经验的社会人
士担任共青团、少先队校外志愿辅导员。

加强德育资源整合。各学校主动加强与
社区、家庭的联系，充分发挥“五老”人员在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办好家
长学校，做好“访万家”活动，逐步普及科学的
家庭教育知识和方法，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
教育观，努力构建学校、家庭和社会相互协

调、密切配合的育人网络和工作机制。目前全
市共成立家长学校100多所。

聚焦特色模式，提高德育工作实效

汉川市认真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要
求，在反复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了“1455”德育
模式。即以“小事德育”为主线，以“小主题、小
习惯、小步子、小视角”的“四小”原则为抓手，
通过五条途径，即“日常养成、课堂生成、实践
炼成、家校达成、文化铸成”，以及五大实践系
列，即开学典礼、散学典礼、毕业典礼、升旗仪
式、入队入团仪式、成人宣誓等为主要形式的
仪式活动系列，以早操、大课间操、眼保健操、

“大家唱、大家跳”及艺术节、运动会等为主要
内容的文体活动系列，以“学雷锋月”“弘扬和
培育民族精神月”等为主要内容的主题教育
月活动系列，以送温暖、勤服务、多实践为主
要内容的情感体验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系
列，以诵读经典等为主要形式的中华传统美
德教育系列，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的养成教
育，进一步完善健康人格。目前，该模式已经
在全市推广，收到良好效果。

聚焦拓展途径，丰富德育活动内容

进一步推进德育课程体系建设。各学校

积极探讨和改进中小学思想品德、政治课的
教学方法和形式。采取有效措施，优化教学手
段和教学方法，采用生动活泼、未成年人喜闻
乐见的方式进行教学。积极拓展以“中华魂读
书活动”“学雷锋”“孝文化体验”“网上祭英
烈”“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为重点的道德实践，
引导未成年人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汉川一中、汉川高
中、汉川实验中学等学校积极创办青年党校、
少年团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充分发挥各类德育阵地的育人功能。各
学校利用好青少年校外素质教育基地、青少
年宫、科普教育基地、素质拓展基地、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等，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
实效的社会实践活动，如社会劳动、法治教
育、国防教育、环境教育、科普教育、学生军
训等。

加强学校文化建设和班集体建设。全市
各学校努力完善学生评价体系，让学生在参
与学校文化建设和班集体建设的过程中，体
验和接受健康向上的文化教育。此外，开展

“洁净校园、文明校园、绿色校园、艺术校园、
书香校园”创建活动，各学校校容校貌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如麻河小学“渔”文化主
题，二河中学“勤”文化主题，城隍农利小学

“孝”文化主题等校园文化建设，深化了学校
德育内涵。

近年来，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第一小学积极创新阳光体育大课间活动内容，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传统非
遗体育项目列为校本课程，聘请非遗传承人组建舞龙、舞狮社团，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中锻炼身体、快乐成长。图为6月25日，学
生们在进行新型彩带龙展示。 谢贵明 摄

湖北省汉川市：推动学校德育工作向纵深发展
汉川文

（上接1版）

整合校内外资源，用好社会大课堂

在陕西省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的操场上，
一场精彩纷呈的科学实验正在上演。液氮遇温
水快速汽化，体积迅速增大，只听“砰”的一声，
一朵“氮气云团”缓缓升起。场下的学生们睁大
眼睛，感到十分惊喜。

接下来，“氦气变声”“掌上火焰”等有趣的
小实验，引发阵阵掌声。同学们兴致高昂，都想
探究科学的神奇。

前段时间，学校组织六年级学生走进西安
阎良雏鹰展翅航空文化科普研学基地，切身体
验航空科技的魅力。“近距离观察不同类型的飞
机、制作飞机航模，各种各样的活动让我们大开
眼界。”六年级学生韩明希说，“我最喜欢的是
VR（虚拟现实）体验。戴上眼镜以后，我仿佛成
了一名机长，操作着复杂的仪表盘，翱翔天空。”

用好社会大课堂，动员相关单位，共同服
务科学实践教育，是科学教育不可或缺的一个
方面。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各类优质校外场
馆建设，同时高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等也
纷纷建立各类科学教育社会实践基地，极大丰
富了校外科学教育资源。数据显示，截至2021
年底，已建成408座实体科技馆、612套流动科
技馆、1251辆科普大篷车、1112所农村中学科
技馆和中国数字科技馆。

“校外科学教育资源不断拓宽的同时，也
出现了资源分布散乱、质量良莠不齐、供需对
接不畅等问题。”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一方
面要继续加强场馆、基地、营地、园区、生产线
等资源的建设与开放，为校外教育提供物质基
础；另一方面要强化供需双方对接，让参与方
式变“短期”为“常态”，实现校外科学教育与学
校的“双向奔赴”。

如今，更多科技教育资源正在汇聚。打开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课后服务”区域的
科普教育专栏，学生可以漫游各地科技馆；教
育部联合中科院开展的“院士专家科普教育公
开课”，为师生提供优质的科普教育资源……
整合校内外资源，精准对接学生需求，科学教
育的新动能、新优势不断涌现，在更多孩子心
中种下了科学的种子。

（《人民日报》吴丹丁雅诵姜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