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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让学生了解掌握《未成年保护
法》，学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10月19
日，克旗新开地乡司法所负责人带领工
作人员走进新开地总校七年六班，在课
堂上用电子课件给学生们讲解了《未成
年人保护法》的相关内容，并向学生们发
放 了《 民 法 典 百 姓 普 法 读 本 》。

摄影 刘玉国

送法进课堂 本报讯（特约记者 于国栋）克什克腾旗芝瑞镇积极响应自治区创建文明村
镇的号召，结合本镇实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成立领导小组，切实加强文明镇村创建的组织领导，建立了“一把手”负总
责，分管领导认真抓，包片领导齐抓共管，干部群众广泛参与的“四级联动”创建
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做到了责任到人、考核明确。同时，通过条幅、标语、微信、
宣传车等媒介广泛造势，大力宣传，全力营造创建氛围，扎实推进文明镇创建工
作。

把创建工作作为提高群众生活质量、发展集体经济的一项系统工程，也是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广泛开展创建教育，不断提高群众素质。建立健全
芝瑞镇精神文明建设组织领导制度、分工负责制度、学习制度、奖惩制度等。切
实加大宣传力度，通过远程教育平台、宣传栏、以会代训和集中学习等多种形式，
开展文明教育宣传，广泛普及科学卫生知识。不断提高广大干群的创建责任意
识和参与积极性。

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作用，利用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制订章程，具体
明晰，开展移风易俗，治理婚丧事大操大办、杜绝“黄赌毒”、破除封建迷信，助力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道德模范、身边好人、好儿女、好婆媳、好夫妻、好邻居、
好少年等评选表彰活动，通过这些典型事迹，影响和感动更多的人，在当地形成
广泛影响，助推新风尚的形成。

把普法教育经常化、制度化，确保社会治安良好，无拐卖妇女、儿童、残疾人
现象的发生，不给黑恶势力提供生存的土壤。开展文明集市、信用户、信用村、信
用企业等诚信创建活动，制度健全、管理有序，做到诚信经营、文明服务，无假冒
伪劣、坑农害农现象；开展科学知识、医疗卫生知识、农技知识和防诈骗知识等宣
传普及活动，提倡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提升农民科技素养和安全意识，讲文明讲
卫生讲科学蔚然成风；加强与外出务工农民或外来务工人员的联系，对其开展道
德素养和就业技术技能等培训。

开展专题宣传活动。展开“十九大精神”学习专场20场次，“反腐倡廉”学习
18场次、“党史学习”18场次，通过巡讲让党和国家的好政策入脑入心。开展主
题活动。利用清明节开展“缅怀烈士 不忘历史”爱国主义教育活动3次，利用重
要节日等时间节点组织开展“重温入党誓词”“立足基层献青春、爱党爱国爱家
乡”主题演讲活动、“党史学习知识测试”“牢记党史、热爱祖国”等旗帜鲜明的活
动，进一步增强了干部群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利用党课活动日，解决群众关心
的问题。集众之力，以公之心，解决群众急办、难办的事情。

一手抓基础设施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轮子一起转。富盛永村是
芝瑞镇精神文明模范村，自2014年以来，富盛永村累计投入“美丽乡村”工程资
金912.5万元（其中2016年投资575万元），11个自然组全部通过验收。累计实施
危土房改造556户，拆除闲置房屋67间、棚子102处，土墙换砖墙9.5万延长米，街
巷硬化46公里，村庄绿化2238亩，建设文化广场9个、文化墙1700平方米、改造
升级围栏2300万延长米、公厕21处、垃圾池48个，从而大大的提升了该村居民
的生活质量。为丰富广大村民的业余生活富盛永村村委会筹组成立两支秧歌队
并为其提供服装及音响等设备。村部设立村民娱乐中心，分设棋牌室、乒乓球室
和桌球室，还有羽毛球等体育建材。设立村级博物馆，里面记载着富盛永村的发
展史还有革命先烈们的光荣事迹。村委会设立村级图书室，由专人管理书籍借
阅，2万册各个方面知识的图书供村民传阅，并设立图书管理制度。

芝瑞镇
移风易俗创建文明村镇

“传统的填鸭式、灌输式课堂教
学，老师就像拉上坡车，学习每时每刻
都面临窘境。如今的学习共同体，师
生、生生、师师之间团结协作，互为一
体，就像一台加满了油的顺风车，真实
的学习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谈起四年
来学习共同体建设的实践，旗教育局
局长于福奎信心满满。

克旗教育邂逅学习共同体起始于
2017年8月全旗在经棚一中搞的一次
教研活动。活动中，学习共同体创始
人陈静静的精彩讲座、随行教师郑艳
红的课例展示，让全旗参与此次活动
的教师们脑洞大开。

“这学还可以这么教！”传统的教
育认知和教育行为被颠覆，教师们开
始重新审视自己走过的路。

共同从课堂出发
教研活动如一枚石子，荡起一池

涟漪。教师们开始了解、认识学习共
同体，旗教育局因势利导，于2018年6
月召开了“实施一体两翼三评价,建设
学习共同体”克什克腾行动启动会。
会上，聘请了张华教授、陈静静博士、
吴慧琳博士等9位专家为克旗学习共
同体领航专家，克旗也成为学习共同
体研究院全国合作地区。会上发布了
三年行动规划，明确了工作思路，确定
了 7 所领航学校及领航教师，旗域内
课程教学改革实践全面启动。随后，
克旗先后6次邀请学习共同体共体进
行专题讲座和课程指导，7 次派遣教
研员和领航教师外出培训学习，并依
托校本教研在领航学校开展研修课例
1000 多节，教师读书成果集中展示、
课堂教学改革专题推进、专题述职评
议会等活动开展的如火如荼。经过一
段时间的实践，领航教师的课堂呈现
了初步的变化，角色定位出现互换，以
教的视角尝试关注学生学的视角，课
堂中初步呈现了倾听、对话、合作、交
流的特点。通过读书活动的推进，教
师的学科素养和业务能力得到了一定
的提升，合作学校的管理方式悄悄发
生变化，一线教师的课程研修需求越
来越受到重视。

2019 年 8 月，为了推动学习共同
体理念在赤峰市的广泛践行，赤峰市
教育局、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学
习共同体研究院、中国教师报等机构
在克什克腾旗举办了“一个都不能少
——赤峰首届基础教育学习共同体建
设高峰论坛”，会上，克旗教育局发表

了“一个都不能少”学习共同体建设行
动“经棚宣言”。克旗被确定为赤峰市
学习共同体实验区，经棚一中、经棚民
族实验小学、经棚镇中心完小、宇宙地
中学、宇宙地中心完小等五所学校被
确定为市级学习共同体领航学校。峰
会期间上海专家执教示范课10节，克
旗领航教师展示本土研究课13节，与
会专家进行了讲座和理论指导，学习
共同体建设进入实质性发展阶段。

2019年9月克旗特邀上海浦东教
育发展研究院黄建初老师开展普适性
培训，成立了“黄建初克什克腾名师工
作室”，以理论学习为突破口，以常态
化的课堂观察为载体，持续深入开展
有理论视角的课例研究。同年9月聘
请赤峰市基教科丛智芳老师到克旗经
棚民族实验小学开展以“语文学科理
解课程”为课题的行动研究，课题聚焦
小学语文学科特点，从不同体裁出发
进行专题研究。丛智芳亲自进入课
堂，组织集体备课，上示范课、研磨课，
直击问题，把脉指导，引领经棚民族实
验小学语文学科教师进行深度的学科
课程研究。在两位名师的引领下，克
旗本土的实践也如火如荼的进行。到
2019年年末，克旗教研中心教研员牵
头的课例研修班深入 6 所学校做了

“在伙伴互助中构建依赖关系”“学共
体课堂中小组重构”“三单的设计”“语
文课中如何用主问题激发学生对文本
的深度解读”等主题课例研究12次。

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
时，“黄建初克什克腾名师工作室”开
展线上交流互动，通过线上读书、、写
课、分享整理出版工作室成员文集《疫
网书香》，收集文章 49 篇。“读书—实
践—写作”已成为全旗教师常态化教
育生活方式。

自 2019 年三级研训体系组建以
来，成立专家引领的名师工作室2个，
旗级名师工作坊13个，校级名师工作
坊134个；确定旗级研究课题13个，校
级子课题54个；开展各级各类研训活
动1200余次，覆盖专任教师16科1500
余人。全旗范围内良好的教研培训机
制得以建立。

倾听“花开”的声音
“我们四个脑袋瓜凑在一起，围绕

老师提出的问题，各说各的观点和想
法，就会碰撞出许许多多想法。有时
还会争得面红耳赤。”经棚民族实验小
学五年一班的学生杨开伟如是说。

“把课堂还给孩子，老师要做的事
情就是倾听。”经棚民族实验小学的语
文教师任德敏说。

从伸手拽，到挽手走；从要我学，
到我要学。经棚民族实验小学作为首
批领航学校，有效组织课堂成为学习
共同体建设突破的第一个瓶颈。过
去，一张课桌俩学生，教师讲来学生
听。如今，四名学生组成的学习小组
群策群力，不但能回答老师提出的问
题，还会有新的问题发生。顺着麻线
找认头，学生的问题也拓宽了教师的
学习思路。

“过去教师背教材、背教参，现在
是背学生。一切从学的角度出发，从
每位学生的认知出发，学习就会真实
可见。”经棚民族实验小学校长李宏民
说。

在学习共同体建设中，经棚民族
实验小学41名语文教师全员参与“语
文学科理解课程”的课题研究，创编了
校本教材《若遇浅香》。经棚镇中心完
小实施了“蚂蚁行动”，制定了“高站位
立意、低重心运转、本土化行动”的校
本教研方针，用蚂蚁之眼观课例，借蚂
蚁之行做教研。成立了5个学科工作
坊，并为每个工作坊列支专门教研经
费，确立6个小课题，以十天为一个研
究周期，每周开展一次课例研究。宇
宙地中学确立了相观而善为主题的

“和、序、质”三步走课堂教学建设标
准，引领各学科进行教学研究。以学
习共同体建设为杠杆，撬动课堂生态
变化，教师真读书、真研修、真写作，学
生学习真实发生。

观察成长的节律
“从老课型，到新课型，从一言堂，

到大家谈，转变的关键就是教师要读
懂学生，而读懂学生的关键就是观
察。”在新庙小学，数学教师朱晓红每
周都把自己的空节课做一个规划，她
要利用好这些空闲以观察员的身份到
同学科和其它学科的课堂，之后会写
出“课堂观察报告”“课例研究报告”进
行教研交流。她认为，一堂课的教学
设计要根据学生的认知能力、认知水
平来决定，既要设置基础性问题，又要
设置挑战性问题，这样才能开阔学生
的认知空间，而教学“道具”的合理设
置也会拓展学生的想象空间，使知识
点更形象、更具体。

在学习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各领
航学校把“读书—实践—写作”作为教

师教育生活的新常态，把“观察—描述
—反思—改进”作为课堂教学研究的
新范式。旗教研中心对2019年9月以
来全旗所有教师的学习成果进行整理
结集，出版了13卷学习共同体克什克
腾行动文集，收录学员文章533篇，其
中 8 篇在全国学习共同体公众号发
表，20余篇在赤峰学习共同体公众号
发表，2 篇文章在《中国教师报》上发
表，1 篇被江苏《教育研究与评论》杂
志转载，50 余篇被推荐到《内蒙古教
育》，已公开发表16篇。

温润幸福的课堂
“过去上课，为了引起学生注意，

老师有多大声发多大声，生怕学生听
不见。现在把学生的表达欲望激发出
来，老师轻言细语也会引发学生的注
意，在安全、润泽、轻松、愉悦的环境里
学习，用表里如一来形容，非常妥帖。”
有着 21 年教龄的新庙小学语文教师
孟昭颖细说着学习共同体建设带来的
变化。

“以前最美妙的音乐就是下课音
乐，如今这音乐经常被我们忽略了。”
经棚民族实验小学五年三班的韩雨竺
沉浸在每节课的快乐时光。

“孩子的变化太大了。原来你问
两句，她也回答不了一句，现在，在她
的小脑袋瓜里总有‘十万个为什么’，
说起话来也头头是道。”经棚民族实验
小学的学生家长王先生说起孩子王薪
贺的变化，就收拢不住话题。

打造安全、润泽、幸福的课堂是学
习共同体的使命。经过几年的实践实
验学校的课堂教学发生了根本的翻
转，课堂生态得以改善，学生能力素养
全面提升。2020年初，一年级入学基
线测试成绩，克旗位列赤峰市第一，领
航学校经棚民族实验小学在参考人数
最多的情况下语文学科平均分位列全
旗第一；2020 年中考，克旗在赤峰市
12个旗县区中连续第六年位列第一，
领航学校宇宙地中学在全市104所初
级中学中位列第三。

2020 年赤峰市小初高学段几个
学科基本功竞赛在克旗举办，各旗县
区教研员和参赛选手对克旗学生的学
科素养、学习能力、课堂表现给予高度
评价。领航学校的学生家长们也把自
己的孩子能在学习共同体润泽的课堂
中学习作为一种荣耀。校内开花校外
香。旗域学习共同体建设已得到家庭
社会的普遍认同。

学习共同体，真实发生的学习故事
——我旗学习共同体建设实践活动侧记

■原国林

本报讯（通讯员 史智伟）近日，为
进一步加大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监
管力度，旗市场监管局对学生集体用
餐配送单位进行食品安全检查，有效
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切实保障学校广
大学生饮食安全。

旗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对集体用
餐配送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

品原材料采购索证索票、食品加工制
作过程、食品贮存、食品留样、餐具清
洗消毒、食品原材料快速检测、食品加
工场所，配送工具消毒等环节进行现
场检查与指导。重点查看从业人员健
康证明，查验是否每日执行晨午检制
度，从业人员在工作时是否正确佩戴
口罩、一次性手套等防护用品，工作服

是否做到每日更换并按照规范要求消
毒、食品加工制作到打包过程中的卫
生安全条件、温度控制、成品配送及温
控措施是否符合要求。并在检查现场
对从业人员宣传讲解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
操作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
费法》等相关条款。

同时旗市场监管局要求集体用餐
配送单位必须做到“三落实、两不得、
一树立”。即严肃落实企业食品安全
责任、严格落实餐饮服务操作规范要
求、严肃落实监督检查整改要求；不得
放松食品安全管理、不得使用不合格
食品原料；牢固树立食品安全风险意
识和社会责任意识。

旗市场监管局
加强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食品安全监管

本报讯（通讯员 卜利胜）近期，我旗取水口核查登记工作全面完成。自
2020年5月开展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以来，全旗共登记入库取水口4935
个，掌握了取水口现状，摸清了问题类型。按照水利部统一部署，取用水专项整
治行动进入整改提升阶段。

旗水利局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印发《克什克腾旗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
整改提升实施方案》，安排部署取用水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整改提升工作。整改
提升主要针对核查登记阶段梳理出的问题，突出重点、分类施策、统筹推进，依
法规范取用水行为，推进取用水秩序明显好转。在整改工作基础上，建立健全
长效机制，严格落实水资源管控指标，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促进水资源可持续
利用和有效保护。

旗水利局完成取水口专项整治核查

本报讯（通讯员 庞永丽）近日，萃
英社区联合旗委宣传部、旗公安局警
支大队走进萃英学校开展以“网络安
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的
宣传教育活动，为同学们带来一堂意

义深刻的网络安全教育课。
活动中，网警通过PPT讲解、播放

视频、师生互动等形式，普及了网络安
全、电信诈骗、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网络
安全知识。同时制作发放网络安全知

识宣传手册，通过生动有趣的漫画和
内容丰富的实例，倡议全体师生科学
用网、文明用网、自觉维护网络空间，
营造良好的网络氛围，做中国好网民。

通过本次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群

众的网络安全意识，提升了广大群众
网络违法犯罪的鉴别能力和防范意
识，营造了网络安全人人有责、人人参
与的浓厚氛围。

萃英社区开展“网络安全进校园”宣传活动

护蕾行动护蕾行动 守望成长守望成长

日前，备受广泛关注的第九届冰心散文奖正式揭晓。经过初评、复评、终
评、公示等程序，有20部作品获得散文集作品奖，30部作品获得散文单篇作品
奖，另有20部作品分别获得散文集提名奖和散文单篇提名奖。其中，从我旗走
出的作家王樵夫的散文集《纵马草原》榜上有名，荣获第九届冰心散文奖。

散文集《纵马草原》是内蒙古草原文学重点创作工程扶持作品，由作家出版
社出版发行。2019年9月，内蒙古作家协会、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内蒙古作家创作研究中心在呼和浩特市，联合主办了散文集《纵马草原》研讨
会。

冰心散文奖是以散文为评选对象的奖项，也是中国目前散文单项评奖的最
高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此次评奖设有散文集、单篇散文2类奖项。王樵夫创作
的散文集《纵马草原》，是一部全方位、多角度描述草原生活和蒙古马文化的作
品集。作者深刻地把握住了这一精髓，创新性、创造性地描摹了草原人物与蒙
古马不可分割的关系，首次将蒙古马作为叙述主体进行确立，并将蒙古马群体
形象做了一次深入的探索和塑造。据悉，该书中的全部作品，都单篇在省级以
上刊物上发表，有数篇作品被翻译成蒙古文、藏文、哈萨克文、维吾尔文、朝鲜文
等5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发表；有的作品被《散文海外版》《海外文摘》《青年文
摘》等选载；还有二篇作品分别获得了《民族文学》年度散文奖、第二届《草原》文
学奖。

王樵夫，出生于克什克腾旗芝瑞镇，曾工作于克旗旗委宣传部。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学员，内蒙古作协首届
签约作家，内蒙古草原文学重点扶持作品签约作家，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理事，编
剧。著有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电影剧本等文学作品100余万字，已经出
版的作品集：长篇小说《大辽残照》、小说散文集《倾听花开的声音》《纵马草原》、
长篇纪实文学《草原亲王府》、长篇报告文学《地勘先锋》等。作品曾荣获内蒙古
自治区政府第十一届文学创作“索龙嘎”奖。现为内蒙古作家协会副主席，赤峰
市文联文学期刊《百柳》执行主编。

王樵夫荣获冰心散文奖
■刘玉国

本报讯（记者 刘格然）10月15日，应昌街道云杉社区和旗融媒体中心联合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清理广告助创城”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云杉社区和旗
融媒体中心工作人员，手拿砂纸和小铲,对和谐小区单元门和墙面印刷张贴的小
广告进行集中清理，通过此次活动，美化了居民的居住生活环境，营造了创建文
明城市的浓厚氛围。

云杉社区和旗融媒体中心开展创城志愿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