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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教育部网站报道，为进一步规范中
小学生学籍管理，提升学籍管理规范化、
科学化、数字化水平，保障适龄儿童少年
受教育权利，教育部对《中小学生学籍管
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 )进行了修
订。近日，新修订的《办法》正式印发。
《办法》分为总则、学籍建立与更新、学
籍变动管理、保障措施、附则五章 3 0
条。

《办法》遵循合法性、实用性、连续

性、科学性基本原则，充分回应新时代基
础教育改革与高质量发展对学籍管理提出
的新要求，在充分考虑学籍管理可行性基
础上，将当前学籍管理面临的需求以及需
要解决的问题最大程度反映到《办法》修
订稿中。

《办法》做了六个方面的修订。一是
明确了学籍、学籍信息、学籍管理、学籍
档案的定义，对学籍信息、学籍管理、学
籍档案明确地做出了类型划分。二是进一

步明确了国家、省、市、县、校各级学籍
管理部门的权力、职责，对学籍管理权进
行合理调整，赋予地方学籍管理部门相应
的自主管理权。三是优化信息系统架构，
明确国家学籍系统采用一级部署、五级应
用模式，并对国家学籍系统与地方学籍系
统职能进行了合理定位与区分。四是解决
学籍管理突出问题，突出了教育公平，对
跨省转学、省内转学等学籍变动条件进一
步做了细化规范。五是回应特殊学籍管理

需求，对特殊教育学生、专门学校学生、
境外学生、高中阶段职普融通项目学生等
类型的学籍管理做出规定，为推进基础教
育相关改革提供支撑。六是优化学籍应用
服务和人文关怀，对学生教育数字身份、
学籍管理移动端建设、减证便民等作出明
确规定。

此外，《办法》还对学籍管理工作安
全制度和学籍数据信息安全提出了明确要
求，确保学籍数据和学生信息安全。

严查人籍分离、空挂学籍等问题

教育部修订《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

“同学们，你们知道六安的茶叶有哪几种吗？”2月8日
上午，六安市新闻传媒中心精心策划并组织了一堂“走近
六安茶 寻味中国年”的小记者新春公益实践课，吸引50
名小记者齐聚一堂，共同领略六安茶的魅力。
当天上午9时，在六安市民文化交流中心，国家一级茶

艺师刘莹莹准备了多种六安本土的茶叶，带领小记者现场
开展“观六安茶、识六安茶、闻六安茶、辨六安茶”体验活
动。在她的指导下，小记者们闻一闻茶叶的香味，看一看茶
叶的形状，尝一尝茶汤的味道，掌握六安茶冲泡技巧，了解
六安茶历史，品味六安茶文化，现场感受茶文化的启蒙和
熏陶，体会六安茶叶的魅力。
茶艺课之后，来自裕安区梅花小学的朱成红老师为小

记者上了一堂精彩的春节民俗课，梅花小学的余静老师为
小记者详细介绍了剪纸艺术的历史渊源、艺术特色及基本
剪纸技法，并当场进行剪纸展示，小记者们按照传统技法
或者自创纹样，剪出形态各异的剪纸作品，现场气氛热烈。
通过此次活动，小记者们感受到了六安本土茶文化以及

传统剪纸的魅力，培养了对家乡的热爱，拓展了知识视野。

本报讯(吴艳秋)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群众满意度，
市教体局窗口聚焦“高效、规范、专业”的服务目标，通过提供高
效服务、加强动态监管、提升专业素养等举措，全力打造政务服
务新标杆，为全市教育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优化流程，提供高效便捷服务。市教体局窗口推行“一窗
受理、集成服务”模式，按照“总窗受理、窗口出件、限时办
结”的原则，着力推动学历证明书、校车使用许可等高频政务
服务事项办理精简化、规范化。对特殊急办件和特殊群体开启
快速办理通道、容缺审批机制，提供优先办理、加急办理、特
事特办等服务，最大限度满足群众需求。依托政务服务网和
“皖事通”APP，强力推进“教育入学”等高效办成一件事服
务事项，实现“不见面审批”。

创新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坚持放管结合、并重，不断创
新监管方式，强化政务服务监管，确保权力放得下、接得住、管得
好。积极做好“双公示”工作，构建“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信用
监管格局。持续开展“局长走流程”活动，切实解决窗口审批服务
存在的问题、堵点等，提升审批服务质效。

强化培训，提升窗口人员素养。高度重视窗口工作人员队
伍建设，强化窗口人员业务能力、服务意识、职业素养，努力
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确保工作人员在解答问题时“耐
心、热情、尽责”，办理业务时“认真、准确、高效”。

本报讯(记者 单姗)日前，2024年立项的安徽省教育信息
技术研究课题《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小学语文跨学科学习活动设
计研究》开题仪式在裕安区狮子岗乡中心学校小礼堂举行。此
课题是2024年度唯一一个乡村小学立项课题。

本次课题研究聚焦于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教学的跨学科融合，
狮子岗乡中心学校校长程业海表示，这对于乡村学校提升教育质量、
培养学生综合素养具有重大意义。中心学校将不遗余力地为课题研
究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期待课题组成员能深耕细作，收获硕果。

课题负责人之一、狮子岗乡中心学校执行校长胡时宝告诉记
者，此课题致力于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跨学科学习活动设计方案，
通过实践提升学生的语文综合能力和跨学科思维。研究内容涵盖了
信息技术与语文教学的整合策略、跨学科学习活动的设计与实施、
教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以及学习评价体系的创新等多个方面。

此次开题仪式的成功举行，将助力信息技术与小学语文教
学的融合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当下乡村教育创新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本报讯(康 渠)为落实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激发广大
青少年爱党爱国情怀，近日，裕安区关工委、裕安区教体局联
合举办第30届“中华魂”主题教育演讲大赛决赛。

此次主题教育演讲大赛决赛设置小学组、中学组，分别由
三里岗小学和青山路初中承办。决赛现场，选手们紧紧围绕
“毛泽东伟大精神品格”主题，结合自身学习经历，以生动形
象的语言、真实鲜活的伟人事例和真挚热烈的情感，抒发对伟
人的无限缅怀，歌颂伟人对伟大建党精神的开创性贡献。

演讲精彩热烈，或慷慨激昂、气势磅礴，或饱含深情、抑扬顿
挫，艺术感染力很强。选手们以深厚扎实的演讲功底、娓娓动听
的伟人故事、真挚深沉的情感，赢得现场师生的阵阵掌声。经过
激烈角逐，小学组决赛评选出特等奖2名、一等奖10名、二等奖
22名；中学组决赛评选出特等奖2名、一等奖10名、二等奖17名。

通过此次大赛决赛，同学们从生动的故事中，领略和学习
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格和精神风范。大
家纷纷表示，要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坚决听党话、跟党走，努
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初秋的微风中，我踏入了这所熟悉
而又陌生的初中校园。去年，我有幸接手
了一批初一新生，他们的眼神里闪烁着对
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渴望，也夹杂着一丝初
入中学的迷茫与不安。

小方，便是我这批学生中的一个特别
存在。他个子不高，总是坐在教室的角
落，眼神里时而闪烁着机灵，时而又流露
出一抹不易察觉的忧郁。从小学到初中，
环境的转变似乎对他而言是一道难以跨越
的鸿沟。尤其是英语课，他总是找不到学
习的节奏，每次的家庭作业，他的那一栏
总是空白，像是一片未开垦的土地，等待
着有人去播种希望。

我尝试过多次与小方的父亲沟通，希望
家校合力，帮助小方适应初中的学习节奏。
电话那头，小方父亲的声音透露出几分无奈
与焦急，他告诉我，家里也尽力了，但小方似
乎对这门课有着天然的抗拒。挂断电话后，

我陷入了沉思，我知道，仅仅依靠外部的压
力，无法真正激发一个孩子的内心动力。我
必须找到那把能打开小方心门的钥匙。

转机出现在一次普通的英语课上。那
天，我设计了一个互动环节，让学生们分组
讨论一个关于“诚信”的话题，然后每组派
代表上台分享。小方被推选成为发言人。我
能看出他脸上的惊讶与紧张，但更多的是被
同伴信任的喜悦。在准备时间里，我悄悄走
到他身边，轻声对他说：“小方，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座宝藏，我相信你对‘诚信’的理解，

就是你那独一无二的宝藏。勇敢地说出来，
让大家看到你的光芒。”

上台时，小方的手微微颤抖，但当我
用鼓励的眼神望着他时，他似乎找到了一
丝力量。他开口了，声音虽小，却异常坚
定：“我认为，诚信就像是我们心中的一盏
灯，虽然有时候外界很暗，但只要这盏灯
亮着，我们就能找到正确的路……”话音
刚落，教室里响起热烈的掌声。那一刻，
我看到小方眼中的光芒，那是一种被认
可、被看见的快乐。

从那以后，我开始特别关注小方的英语
学习。每次作业，无论他完成得如何，我都会
耐心批阅，并在旁边写上鼓励的话语：“今天
比昨天多写了一段，进步很大！”“这个观点很
新颖，继续加油！”……渐渐地，我发现小方
的作业开始有了变化，从最初的寥寥几字，
到后来的半页、一页，甚至开始主动查阅资
料，丰富自己的论述。虽然质量还不算上乘，
但那份努力和进步，我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从那以后，小方像是变了一个人，不
仅在英语课上表现突出，更重要的是，他
学会了自信，学会了面对困难时不轻言放
弃。而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更加坚信，作为
一名老师，我们的任务不仅仅是传授知
识，更在于用心去爱每一个学生，用温暖
去照亮他们前行的道路。

踏入束苑的那一刻，仿佛步入一个
被岁月精心雕琢的微观世界，尘世的
喧嚣瞬间被隔绝在外。

园内，形态各异的盆栽错落有致
地摆放着，每一盆都是自然与艺术的
完美融合。那株古松盆栽，主干弯曲
盘旋，恰似一条即将腾飞的巨龙，树
皮粗糙而干裂，记录着漫长岁月的沧
桑。松叶如针般细密，层层叠叠，在阳
光的轻抚下闪烁着坚韧的光芒。它扎
根于小小的花盆之中，却给人一种顶
天立地的磅礴之感，让人不禁联想到
生命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顽强力量。

不远处，一盆造型独特的梅花盆栽
吸引了众人目光。曲折的枝干上，梅花
或含苞待放，或肆意绽放。洁白的花瓣
如雪花般纯净，嫩黄的花蕊散发着淡
雅的芬芳。这盆梅花，虽没有生长在广
袤的天地间，却在有限的空间里展现
出无限的诗意，让人领略到“凌寒独自

开”的美，也让我对古人借梅花抒发的
情感有了更深刻的感悟。

漫步在盆栽园，我不禁思考起自然
与人类创造力之间的奇妙关系。这些盆
栽，原本只是普通的植物，经过束克云爷
爷的悉心栽培、修剪和造型，才变成一件
件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这让我明白，
人类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可以通过智
慧和双手，赋予自然新的生命力和价值。

同时，盆栽园也让我对“尺度”有
了全新的认知。在这里，高山、流水、
树木等自然元素被巧妙地浓缩在
咫尺之间，让人在小小的空间
里便能领略到大自然的万千

气象。这使我意识到，美并不在于空间
的大小，而在于我们是否有发现美的
眼睛和创造美的心灵。

离开束园时，我心中满是感慨。这
片小小的园子，不仅是植物的艺术殿
堂，更是一座启迪心灵的智慧宝库，让
我在欣赏美的同时，收获对生命、自然
和艺术的深刻感悟。

清晨六点半，温暖的阳光洒向小城六安，仿
佛给她披上了金色的纱衣。爸爸开车穿城而过，
我坐在靠窗的位子，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近距离
地感受着初秋的景色。去学校的路不远，却让我
对我们的城市有了更细致的观察和思考。

大钟楼，这座见证了六安城市发展的历史
建筑，矗立在繁华的街道旁。如今，随着时间的
推移，大钟楼周边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高楼大厦拔地而起，繁华的商业街区扩展开
来，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在记忆里，路边有一
个好几间门面的茶叶店，逢年过节门口总是停
满大大小小的车子。听爸爸说，这几年六安瓜片
的产业蒸蒸日上……是啊，一切都在不知不觉
中变化，正如那慢得让你感觉仿佛停滞了的大
钟楼的指针。指针静静地走着，或有浮云飘过，
而空中嵌着的曦月却一直陪在身旁。

走过人民路口，我不禁被那座叫作“燎原”
的火红雕塑所吸引。它似一把鲜红的火炬矗立
在这里，象征着六安的活力和热情。那鲜红的色
彩，如同火焰燃烧，照亮整个城市。一年又一年，
人们的悉心呵护让它一直熠熠生辉。“星星之
火可以燎原”“大别山革命精神永放光
芒”……仿佛在我耳畔响起。

走近些了，映入眼帘的是“独角兽”雕像。清晨的阳光斜射
过去，它那漆黑的表面闪起金光，庄严而神圣。小时候妈妈就
告诉我，它的名字叫“獬豸”，传说是司法鼻祖皋陶用来断案
的神兽，六安曾是皋陶的封地，所以六安又称“皋城”。
记忆里，我的家乡六安绿化率高，几乎条条大路都有

很粗的大树与茂盛的绿化植物。六安的水质很好，淠河水
灌溉滋养着主城区。六安境内有梅山、佛子岭、龙河口等
几大水库，保证了皖西大地的用水需求。新建的高楼鳞次

栉比、新修的道路四通八达、古朴的街区熙熙攘攘……这些
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和机会。每当我走在城市的
街头巷尾，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正在散发着无穷魅力。生活在
这样的城市中，我心里充满自豪和热爱。

不一会学校到了，我也开启了一天的学习模式。
指导老师 余银娣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
屠苏。”期盼已久的蛇年春节要到来
了，这是一个热闹喜庆又令人激动
的传统节日。

春节，全国各地有不同的风俗。
我的家乡金寨春节就有很多风俗，
比如送灶神、扫尘、打糍粑、祭祖
宗、贴春联……其中，我最喜爱的便
是“打”糍粑，想想甜香软糯的糍
粑，让人直流口水。

“打”糍粑可是爷爷、奶奶的拿
手绝活，但过程费时又费力。除夕前
几天，奶奶便开始准备。首先，将糯
米放在一个大瓷盆里，然后倒入大
量的清水，让糯米在盆里静静地

“睡”上几天。过几天，等你再去看
时，糯米体积一下子大了许多，个个
白胖白胖的，并散发出浓浓的米香。

接着，奶奶把泡好的糯米控干
水分，放在木制的蒸笼里蒸上一段

时间，蒸好后的糯米饭香飘四溢，但可惜的是不能细细
品尝，必须趁热杵打。
只见爷爷将糯米饭全倒在一个又大又深、很有年代

的石器里，然后找来几根木棍，一声吆喝，叔叔大爷们便
纷纷抡起胳膊，轮流用木棍用力地杵下去。你一下，我一
下，经过不停地杵打，直到糯米团渐渐地成一种黏稠的
糊状，糍粑便“打”成了，白白的，黏黏的，紧紧地团在一
起，给人一种圆润的感觉。

打好的糍粑，还要再次经过奶奶的加工。奶奶把糍粑
搓成小小的圆饼形，一个个地放在盘子里，然后蘸上芝麻
碎和白糖，一口下去香甜润滑、唇齿留香，让人回味无穷。

“打”糍粑，“打”出幸福和甜蜜，亲人们团聚一起，尽
享家庭团圆的幸福时光！

茶香润童心 剪纸显魅力
本报记者 李振欣 文/图

三 尺 讲 台

爱 的 启 航
江玉琪

市教体局窗口多举措
打造政务服务新标杆

全市首个
乡村小学课题立项

裕安区举办
“中华魂”主题教育演讲赛

这个周末，我来到中
央公园的六安市民文化交
流中心，参加六安市新闻
传媒中心组织的小记者活
动。

活动内容包括茶艺课
和春节年俗课，我既兴奋
又期待。课堂上，国家一级
茶艺师刘莹莹老师给我们讲了两个小故事，神农尝百草
的故事、爱茶人士白居易的故事。然后刘老师还泡了一些
茶，分别是六安瓜片、黄大茶、黄小茶、黄芽、红茶、小兰
花。老师让我们每个人都去闻了一下香味，几乎所有的同
学们都喜欢红茶的味道，这大概和我们小孩子喜欢喝奶
茶有关，因为奶茶就是用红茶冲调的。老师见同学们对红
茶的好感度比较高，便提议:“我为同学们泡点红茶，每个

人都来品尝一下！”同学
们都点头叫好。我品尝老
师泡好的红茶感觉到，第
一口有一点苦，第二口有
点香，第三口有点奶茶味
还有点甜。刘老师还告诉
我们：“不苦不涩不是茶，
很苦很涩不是好茶。”

茶艺课后，另一位老师给我们上了年俗课，并且给我
们所有人都发了彩纸，彩纸上已经画好纹样，我们学着老
师的样子，学习剪窗花。我很喜欢自己动手做手工，一会
就剪了一张出来，我看同学们也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发挥，
剪出来的彩纸丰富多样，简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

这次课程让我收获满满，不仅了解了咱们六安有哪
些茶，还学会了如何剪窗花。

“叮、叮、叮……”下课了，三
年级一班的教室一下热闹了起
来。不一会儿，同学们把李洁和张
小亮的座位围得水泄不通。他们
在讨论一个问题：同学们今年的
生日都是怎么过的?

“我上个星期过九岁生日，妈
妈给我买了一个很大的生日蛋
糕。”李洁说。“我刚刚过九岁生
日，生日那天是我们全家人一起
过的。”张小亮说。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聊得非常
开心。可是，李晓明却只站在一
旁，一言不发。在这样开心的气氛
下，他却有点伤心。

李晓明回到座位上，自言自
语地说:“我也快过生日了，但是
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工作。唉!如果
他们能回来那多好!”张小亮看见
李晓明这么伤心，一下子就想起
他的父母在外地工作，而他也快
过生日了。张小亮思索一会儿，说
道:“李洁，李晓明的父母在外地
工作，我们可以在班级给他过生
日。”李洁听了，爽快地答应了。
他们来到老师办公室，和班

主任王老师说明了情况，王
老师也表示赞成。

在李晓明的生日当天，大
家布置好现场，王老师拿着一个
两层的生日蛋糕走了进来。等到
李晓明走进教室，大家齐声大喊:

“李晓明，生日快乐 !”这一喊,把
本来垂头丧气的李晓明吓了一
跳。他抬起头，脸上出现喜悦的光
彩。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争先恐后
地把礼物送给李晓明。

而李晓明不知道的是，还有更
大的惊喜在等着他。老师给李晓明
在蛋糕上插上蜡烛，李晓明许了一
个愿，然后吹灭蜡烛。李晓明的愿
望就是希望爸爸妈妈能早点回来。

“晓明，生日快乐！”“爸爸妈妈!”没
错，李晓明的爸爸妈妈回来了!他
冲过去抱住爸爸妈妈。李晓明转头
看了看同学，同学们的脸上带着微
笑。李晓明眼中含着泪，大声说: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也谢谢爸爸
妈妈!”李晓明的爸爸妈妈也感谢
大家对李晓明的关心和照顾。李晓
明过了一次最难忘的生日！

指导老师 梁德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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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里的生日会
小记者 王若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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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记者 花语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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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放学，小蚂蚁扛着一个小包袱走在回家
的路上。它一边走一边想：“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给妈妈准备什么礼物呢？”一不小心，被路边的小石
头绊倒了，摔得好疼呀！小蚂蚁只好靠在一块大石头上
休息，心里越想越难过，哭得泪流满面。过了一会儿，
它想起妈妈的话：“困难像弹簧，你强它就弱，你弱它
就强。”于是，小蚂蚁打起精神，挺直腰杆，一骨碌站
起来，扛起小包袱就往家的方向飞奔而去。

晚上，蚂蚁爸爸、蚂蚁妈妈和小蚂蚁一家三口
在一起给蚂蚁妈妈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听了小
蚂蚁放学路上发生的事，蚂蚁妈妈高兴地说：

“我们的小蚂蚁长大啦！这是我收到的最
好的生日礼物！”

指导老师 刘晓梅

生日礼物
小记者 方晓萌

一 堂 有 趣 的 课
小记者 黄可心

绿草的身后是雨水，海洋的身后是河流，人民的身
后是祖国。

在新冠疫情时期，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在身后默
默守护我们的祖国！我们出生在这样一个热爱和平、繁荣
昌盛的国家，有祖国在我们身后，我们便可安心。

我的祖国，您是那么美丽富饶，而生在新时代的
青少年，也应肩负起自己的时代责任：“故今日之
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
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胜
于欧州，则国胜于欧州；少年雄于地球，则国

雄于地球!”我们应当努力学习，今后
为国争光。

祖国在我身后
小记者 魏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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