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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历来是全国两会上最受关注的民生议题之
一。全国两会期间，“大部分普通孩子学习奥数”“将
婚恋教育设为高校必修课”等话题引起网民热烈讨
论，常州的教育人，对于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所关
心的教育议题，也有自己的话要说……

全国两会教育热点，常州教育人有话要说

全国两会期间，常州师生通过电
视、网络、手机客户端等渠道高度关注

“两会”动态，深刻领会和学习会议精
神，迅速在全校上下掀起了学习“两
会”精神的热潮，并结合工作、学习实
际展开热议。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民
建支部主委许西惠表示，作为一名高
职教师，她见证了这些年企业技术升
级转型以及国家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大
力支持。“十多年前，我们的学生大部
分都会进入到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
业，这两年，大多是技术要求较高的岗
位。”在与校企合作单位交流时，企业
的需求大都也是关于技术改造、技术
升级。“这样的转变，对学生的岗位专

业技能要求高了，同时薪资水平也大
幅度提高。”她表示，高校教师要更加
努力地研究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迭代，
求真务实的开展各项工作，培养能支
撑起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科技强国的
建设者。

脱贫攻坚是今年全国“两会”热议
的话题。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常州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工处处长柏铁山
深刻感触到党中央兑现“实现农村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这一庄严承诺的决
心、毅力和行动力。在教育脱贫攻坚

行动中，该校“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为
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他表示，今后
学校将进一步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关心关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建立
一对一帮扶机制，帮助学生自立自强，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到立德树人的
现代化教育事业当中。

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大三学生
孙雯说，当代青年学子生逢其时、重任
在肩，在我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的一年，青年学子应当关心时事，深
入思考，将学习“两会”与日常的学习、

生活相结合，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相结合，激发爱国热情，强化责任担
当。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青
春浩荡复兴路，奋发追梦新征程。

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院建筑工程
技术专业学生田浩认为，作为职业院
校的学生，学好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是首要任务。他十分期盼此次两会能
够进一步讨论形成相关政策，帮助拥
有一技之长的职业院校毕业生更好地
就业、落户等。“作为当代青年大学生，
我们一定会在革命先辈创造的丰功伟
绩的基础上，脚踏实地加油干、建功立
业新时代，为国家强大、民族振兴做出
应有的贡献。”

尤佳 沈叶菁

常州师生热议两会

本报讯 日前，常州纺织服装职
业技术学院联合市妇联、市台联等部
门举办以“同心慧雅·两岸姐妹情”为
主题的中华传统服饰手工艺赏析会。

常州纺院素有“引领时尚”“创造
美”的校园文化特色，该院的服装与服
饰设计专业为江苏省高校品牌专业。
活动中，服装学院教师赵恺作题为《中
华传统服饰手工艺赏析》的专题讲
座。他详细阐述了中华传统服饰手工
艺承载的百年历史沧桑、文化积淀、民
族情结和古典意韵，让在座的嘉宾体

验到了两岸一脉相承的文化渊源。从
我国传统的服饰手工艺以及部分少数
民族的传统手工艺中，他选取了刺绣、
扎蜡染等手工艺，阐述各自的概念、种
类、材料及表现形式等。

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

秉承“两岸一家亲”的理念，让两岸同胞
品味中华文化的魅力，增进情感交融。
之后，学校将进一步与市妇联、台联等部
门在文化、艺术等领域加强互动借鉴，增
进合作交流，以奋斗精神为常州高质量

“明星城”建设贡献力量。（薛怡 蒋珂佳）

常州纺院

举行中华传统服饰手工艺赏析会

本报讯 3月 7日，常州开放大
学“吕颖名教师工作室”联合半山书
局，开展手作体验——黏土玫瑰音乐
盒制作。

将黏土和音乐奇妙结合，把环
保黏土制作成美丽的玫瑰花装扮在
小小音乐盒上，栩栩如生，让人爱不
释手。工作室骨干教师滕金向大家
详细讲授了音乐盒制作方法，和市
民一起动手制作，共同探讨，现场气
氛热烈。

据悉，常州开放大学“吕颖名教

师工作室”是江苏省社会教育名师工作
室，工作室成员由常州各高校专业教师
组成，他们以工艺美术教育为研究方
向，以民间工艺美术课程体系建设为重
要载体，以实现思政育人，传承民族精
神的目标。工作室的“送教”活动皆为

公益性质，之后还将开展“艺术流体画
DIY”“团花剪纸体验课”“玫瑰3D拼布
画体验课”等多项公益手作体验活动，
以丰富市民生活，提升市民文化素养，
传承传统技艺。

（王云 尤佳）

常州开放大学

公益送教，提升市民素养

3月7日下午，26名常报小记者来到
常州市行政中心，参加了“常州市村、社区
女书记与小记者面对面”活动。活动中，小
记者们采访了5位优秀的村、社区女书记，
了解到村、社区工作的不容易。交流中，小
记者对女书记们具有的责任感、创新能力
和奉献精神深感敬佩。

常报小记者采访常州市村、社区女书记

基层治理有力量，巾帼有为勇担当

我很荣幸第一个向王阿姨提问：
“您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您的初心
是什么？”王阿姨回答道：“为了帮助北
环新村那些困难家庭，帮助他们解决
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让他们过上更好
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家庭

矛盾，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使他们
相互关爱。”听完讲述，我体会到了一
名基层工作者“一心为社区，一心为居
民”的奉献精神。

北环路小学五（4）班 袁子涵
指导老师 沙可

我们采访了红梅街道社区管家公
益联合会会长、原北环社区书记——
王文红。我们在王书记身上真正感受

到了“为民服务孺子牛”的精神。她笑
意盈盈、平易近人，告诉我们北环社区
共有四个团：家风讲师团、妇女议事
团、银发文艺团、爱心帮帮团。在大板
房治理中，她充分发挥女性较强的亲
和力和沟通能力，把任务处理得井井
有条。俗话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这说
的不正是王书记吗？她靠眼勤多读、
口勤多问、脑勤多思、腿勤多跑，得到
了居民的认可和支持，还获得了“全国
三八红旗手”的殊荣，让我们一起向她
学习吧！

北环路小学六（2）班 詹静茹 汤
嘉馨

指导老师 陈丽

一心为社区，一心为居民

一见到汤亚平书记，我们就被
她那和蔼可亲的面容、平易近人的
微笑打动了。顷刻间，我们的紧张

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与汤书记温馨的
交谈中，我一次又一次被她的故事感
动。社区工作繁琐复杂，身为社区书
记，更要事无巨细。长达三十年的基
层工作成就了汤书记身上众多的标
签。她是社区党员眼中的“站长姐
姐”，社区阿姨眼中的“老板娘”，独居
老人眼里的好“闺女”……汤书记对待
工作认真负责，对待群众真情厚意，书
写了社区色彩斑斓、温馨动人的美丽
画卷。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要像汤
书记学习，勇于承担责任，为身边的人
献出一份爱心。

凤凰新城实验小学三(1)班 陈骏哲
指导老师 王芬

基层工作三十年，描绘社区新画卷

在和汤书记的交谈中，我了解
到在最近一年的疫情防控工作中，
社区的工作人员付出了很多精力。
危险的地方，有她们的身影；居民有
困难时，她们及时出现……她们从
不畏难，冲锋在前！汤书记在基层
工作了三十年，风里来雨里去，帮助

了许许多多家庭，解决了一个又一个
困难。社区正因为有许多个像汤书记
这样无私奉献的工作人员，才有了现
在祥和的居住环境。

凤凰新城实验小学四（2）班
王羽歌

指导老师 谭颂洁

采访开始了，我们围坐在徐书记身
边，我鼓起勇气问道：“徐书记，您好！您这
么优秀，能不能分享一下您的学习经验
呢？”徐书记笑着回答道：“学习是要通过自
己努力的！今天1+1，明天1+2，学习也是
积累的过程……”徐书记侃侃而谈，亲切

的话语让原本紧张的我慢慢放松了。接
着我又提出了几个问题，徐书记都耐心地
一一向我做了解答。从今往后，我也要努
力学习，做一个像徐书记一样优秀的人。

横山桥中心小学二（1）班 吕晨菡
指导老师 张兰英

我采访了横山桥五一村委书记——
徐洁。“徐书记，您好！过去的2020年是
极不平凡的一年，请问您在组织‘抗疫’

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又是怎样
解决的？”徐书记告诉我，五一村是一个
合并村，面积大约有5.1平方公里，光常
驻人口就有四千八百多，还有四千多的
外来人口，所以遇到的第一个问题便是
面积大、人口多、管理难。因此她采用
了在村里主要路口设置检查卡口的办
法，一共设置了13个卡口，从每户村民
中安排一个人，轮流看守卡口，这又为
后来的快速复工复产奠定了基础。徐
书记的回答耐心而细致，从她的话语中
我感受到了作为一个村委书记的责任
意识、担当意识、大局意识。

横山桥中心小学五（4）班 张昊宇
指导老师 张丽华

有责任、勇担当、顾大局

毛建玉书记作为基层干部，多年
来兢兢业业，终于实现了她的“美丽乡

村梦”。在谈到平时是怎么样给群众
做标杆和榜样时，毛书记说：“在工作
和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正直
无私的人，做事情要公平公正，老百姓
才会信服你。”谈到村里的情况，毛书
记如数家珍，在这个信息化时代，毛书
记带领大家搭上了互联网的致富快
车，线下种植，线上零售，带领村民过
上了小康生活，跃进村也成为了远近
闻名的美丽新农村。采访虽然结束
了，但毛书记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深
深激励着我。

湖塘桥实验小学三（3）班 王梓程
指导老师 王佳遥

拥抱互联网“跃进”新农村

毛阿姨看上去很和气，也很年轻，
据说是常州第一批大学生村官。她带
领村民种植各种各样的水果、蔬菜、粮
食，又带着村民出去学习，做起了小买
卖，把种植的水果、粮食拿出去卖。她

还给我们介绍了跃进村的特色是花木
和电商。渐渐地，村民们富裕了起来，
跃进村也漂亮了起来。

湖塘桥实验小学三（11）班 吴雨鑫
指导老师 陆意

一见到兰红娟书记，我激动不已，迫

不及待地问道：“兰阿姨，现在的东南村是
什么样的面貌？”兰书记耐心地告诉我，经
过几年的努力，东南村交通和环境得到了
极大改善，如今的东南村，有着远近闻名的
小菜园、千亩稻田、休闲民宿等等，吸引了
周边的许多游客。她这样的创新意识和
吃苦精神真让人敬佩不已，她让我明白了
一个道理：只要有恒心、有毅力，敢拼搏、勇
创新，相信没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采访
结束后，我对东南村的未来更加期待了。

西夏墅中心小学五（1）班
林子翔 恽欣怡

指导老师 曾霆

开拓思路、放宽眼界、创新突破

我问兰红娟书记：“阿姨，您是
怎么想到用科技手段来进行绿色种
植的呢？”兰书记思索片刻，笑着告
诉我们，东南村利用农村原有的土
地和农民，从生态、生产、生活三维
度立体化地考虑可持续发展，开辟

了一条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新
途径。面对新形势、新环境，我们必
须开拓思路、放宽眼界，在创新中寻
求突破。

西夏墅中心小学五（5）班 吴思媛
指导老师 曾霆

关键词：奥数学习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院士袁亚湘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提出，“不建议大部分普通孩子学习奥数”。“奥数只是极少
数孩子去学的，的确有一些非常有天赋，对数学非常热爱的孩
子，这些孩子才应该去学奥数。大部分普通的孩子我觉得不应
该去学奥数。”袁亚湘表示，不喜欢数学的孩子，如果学习了奥
数，可能会把学习兴趣搞没了，普通孩子也没必要去学习那些

“怪怪的技巧”。
对于是否要学奥数，江苏省特级教师、常州市实验小学副

校长张祖润表示：要从事物的两面性来看待。他认为，学生时
代是接受知识能力最强、智力发育最快的阶段，在这一期间，
一些基础较好、数学天赋较高的学生进行奥数的学习，不但有
利于数学思维的锻炼，而且能够开拓其眼界和视野，有助于其
脑力开发。但奥数并不适合所有的中小学生，盲目地一味效仿
和跟风，其效果只会适得其反。

作为家长该如何抉择呢?他建议首先要客观、全面地评估
孩子的学习能力和潜质，不要出于从众心理，盲目地让孩子去
学习奥数，要做到量力而为。其次，要根据孩子的兴趣来选择
相应的课程内容，避免学习“难、怪、偏”的内容，要着眼于多元
学习方式的体验，培养独立思考、动手探究的能力。最后，要及
时根据孩子的学习状态作调整，根据学习情况与孩子反馈作
出合理判断。

关键词：心理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陶凯元称，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堪忧，

主要问题有学业负担重，升学压力大；社会环境中的消极因
素，通过家长、教师传导给青少年；社会性支持不足。她呼吁全
社会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引导学生在合作中学会自尊
自爱欣赏他人；净化网络环境；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
的青少年心理健康体系。

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关注度日益提升。作为学校负责人，
常州市第五中学校长杨尧中认为，在当前的教育语境中，学校
应创设更多让学生获得巅峰体验的机会，培养学生的成就感
和自信心。“社会实践中登顶一座山、一次校园吉尼斯、一次比
赛获奖等，都有可能让学生建立积极的自我心像。”同时要关
注学生的挫败经历，引导学生正确体悟必要的“酸”和“辣”，在

不如意和挫折中积累人生的历练，培育强大的“逆商”，即面对
挫折、摆脱困境和超越困难的能力。

“阅读可以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拓展生活经验，是丰润心
灵的重要途径。”因此，五中大力推行“青春阅读计划”，研制推
荐书目，建设书香班级，通过开展图书荐读、斗书大赛等多种
形式的活动，引导学生爱阅读、勤阅读，提升阅读品质，丰富精
神世界，涵养健康心灵。

关键词：体育工作
关于学校体育工作的建言和讨论在今年全国两会内外形

成热潮。比如，全国人大代表、衡水市副市长崔海霞建议“将中
考的体育测试由1次增加至3次”；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
长熊思东建议，在体育教育中，针对不同性别开设差异化课
程；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叶仁荪建议开展中
小学体育“晒课表”活动，让学校开齐开足体育课并公开接受
社会监督。

“体育是最好的德育。”常州市翠竹中学校长陈文伟表示，
学校体育工作早已提出：每天锻炼一小时，幸福工作五十年。
因此，对学校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不折不扣的落实。

他认为，增加考试分值或选拔次数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唯有让学生、家长
认识到体育的作用和重
要性才是根本。“因此，
从国家层面，要不断深
入推进全民体育健身运
动的开展。”

作为学校负责人，
他建议学校可以聘任社
会或家委会成员担任体
育“课代表”和“安全
员”，陪同学生一起参与
体育活动，并提出好的
建议，同时做好相应的
记录。此外，体育活动从
空间上来讲，不仅仅是
在校内，也可以是在家
庭、社区。“社会上的公
共运动场所建议尽量对

在校学生无偿开放。”

关键词：婚恋教育
政协委员于欣伟呼吁将婚恋教育设为高校必修课。通过

课堂教学、专题讲座等，并结合实际案例编撰婚恋教育教材。
据了解，2017年国务院发布相关文件，明确提出将婚恋教育
纳入高校教育体系。近年来已有多家高校开设相关课程，内容
涉及心理学、恋爱技巧、恋爱经济学、婚姻与家庭等方面。

江苏理工学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赵晓川副教授认
为，在大学开设婚恋必修课不仅可以增强大学生婚恋权利责
任意识、培养理性平和的婚恋观，而且可以学习恋爱、婚姻涉
及的生活技能以及科学健康的性与生殖健康知识等。

“婚恋教育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在大学讲好婚恋课程这一
堂课，却并非易事。”她建议高校要建立和完善科学、规范的婚
恋教育教学制度，通过讨论分享、团体辅导、社会观察等参与
式、互动式的教学，使大学生真正融入婚恋教育的课堂之中。

记者了解到，自2003年以来，江苏理工学院面向在校大
学生进行婚恋及生殖健康知识普及与培训工作，开设名为《成
长之道》的青春健康教育公选课，并在全市近30个社区开展
青春健康同伴教育活动，受到了校内外师生的广泛好评。

关键词：就业体检“一检通”
全国人大代表、扬州大学校长焦新安指出，“步入职场前，

高校毕业生体检成了‘规定动作’，求职不同单位岗位需重复
体检的现象大量存在，亟须通过建立‘一检制’毕业生就业体
检档案共享机制。”焦新安具体建议建立标准化的毕业生就业
体检报告认定体系，明确毕业生就业体检报告标准，构建毕业
生就业体检档案共享平台，在体检机构、用人单位和毕业生之
间实现“一检通”。

除了就业体检“一检通”，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就业工作
办公室主任陈建新更期待毕业生的就业轨迹、求职意愿、职业培
训、就职经历等形成一个人的“云就业轨迹”。

“每一位毕业生的就业轨迹可追溯，对用人单位、猎头公司
用AI大数据进行高效应聘有好处，对于高校也更易调研学生成
长的轨迹，更好地促进高校根据社会需求及时调整人才培养方
案。”他表示，具体由什么样的机构来认定？由什么样的平台来共
享？这就是社会需要来探索的。

“近年来，国家‘稳就业’强有力的决策部署，让我们相信，困
扰学子重复体检问题会得到更快地解决，也期待学生在‘云就业
轨迹’下，走好之后的人生路。” 尤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