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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是学雷锋纪念日。当天下午，市南华中学组织学生会干部
和部分学生来到双清区福利中心，打扫卫生，陪老人聊天散步，并为老
人表演了精彩的歌舞节目。该校还为老人们送去了牛奶、水果和生活
用品等慰问物资。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
讯员 李凯 摄影报道

邵阳日报讯 （通讯员 刘
剑 肖东光） 3月2日，隆回县第
二中学 193 名学生分别领取了
3000 元至 200 元不等合计 109700
元的奖学金。

该校 95%以上的学生来自农
村，为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学校推行爱心奖学助学工程，建
立了一套包括经费减免、爱心资
助、奖学激励等多元一体的、多

层次全方位的资助体系，还联系
到上海慈善总会、浙江新华爱心
教育基金会、湖南省妇联等爱心
单位与社会爱心人士，2020 年助
学金达到 4856798 元，共资助困
难学子 4161 人次，保证了所有困
难学子都能圆满完成学业。近
年来，史兴青、覃旺军、秦艳玲、
罗忠清等 700 多名特困学生相继
考上清华、北大等高等院校。

奖助合力 学子安心升大学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超 通
讯员 欧阳明） 日前，市发改委、市
教育局联合印发《关于调整邵阳市中
小学校学生伙食费标准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对我市公办中小学
校学生伙食费收费标准（最高限价）
进行调整。

《通知》指出，去年以来各类食材
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市发改委和市教
育局根据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对各县
（市、区）中小学校的伙食费情况进行
了调研，并先后召开了两次座谈会，
决定对市公办中小学校学生伙食费
标准（最高限价）进行调整：实行配餐
制的学校，早餐最高限价标准为6元/
餐，中晚餐根据饭菜质量分为标准
档、中档、高档三个档次，最高限价标
准分别为8元/餐、10元/餐、15元/餐，
寄宿生每天三餐最高金额不得超过
30元。

《通知》对学生食堂饭菜质量标
准进行了明确：标准档为一荤一素，
中档为一荤二素，高档为二荤一素。
有条件的学校应结合学生生源的实
际情况，至少提供两种档次以上供菜
窗口，以供不同消费水平的学生选
择。中晚餐价格中所供档次均包含
米饭，且米饭不得少于三两，所有供
餐学校都要免费为就餐学生提供
汤。自营食堂直接成本（即原辅材料
成本）原则上不得低于伙食费标准的
70%。学生食堂伙食费每期盈余超过
3%，必须全部退还学生；每期盈余在
3%以内的，专项用于改善学生伙食。

《通知》还指出，刷卡就餐学校，
首次办卡免费，补办就餐卡按每张10
元的标准收取成本费。农村学校不
具备统一配餐条件，只提供自带饭菜
加热（或大米加工）服务的，每学期可
向学生一次性收取饭菜加热（或大米

加工）服务费用不超过 50 元，用于厨
工工资、水电费、燃料费开支。

《通知》明确，各中小学校学生食
堂应坚持“保本不盈利”和公益性、自
愿性原则，不得强制学生在食堂消费
就餐。公办中小学校食堂不得对外
承包，应按规定开立食堂专户或设立
食堂专账，分月定期公布伙食费收支
情况，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通知》要求，公办中小学校按照
规定收取伙食费时，必须坚持学生或
学生家长自愿原则，严禁强制或变相
强制提供服务并收费，严禁只收费不
服务或少服务；必须坚持非营利原则，
即时发生，即时收取，据实结算，并及时
向学生家长公布收费支出清单。学校
和教师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回扣，确
有折扣的，需全额返还交费学生。严
禁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以任何理由
截留、挪用、挤占伙食费资金。

公办中小学学生伙食费标准有调整

“今天又是周一了，我牢牢记
住了魏老师今天班队课发言的主
题：我们要争做心灵美、行为美、
语言美的孩子……”

“今天实在是太开心啦！魏
老师带我们全班同学去学校后山
秋游……”

“数学试卷发下来后，我像被
泼了一盆冷水，真后悔自己怎么
这么粗心，连简单的计算题都做
错了。那鲜红的66像一双眼睛严
厉地瞪着我，警告我以后一定要
谦虚，要细心。”

这一段段或长或短、或喜或
忧的话，来自隆回县九龙学校教
师魏丽莉班上孩子们一个特殊的
本子中。

魏丽莉班上，每个孩子都有
个这样的“家校联系本”，每天放
学前，孩子们把当天老师布置的
作业逐条记在这个本子上，放学
回家完成作业后一项项打“√”，
然后再就自己当天的表现或得失
写几句自我评价。对这项作业，
魏丽莉实行只奖不罚的制度，自
我评价可长可短，可以记录当天
的感动，肯定当天的收获，也可以
反思当天的不足。

魏丽莉坚持每天批阅孩子们
的“自我评价”，并根据孩子们自
我评价的内容和流畅度进行加
分，孩子们可以拿积分和老师换
取笔记本、笔、修正带等文具或书
的奖励。魏丽莉还要求家长每周
至少查看一次，对此，家长们也积
极响应。个子瘦小的慧慧写了一
条很沮丧的自我评价：“今天是令
人伤心的一天，我们上了体育课，
而且要顶着太阳跑步，我是我们
组的最后一名。”慧慧妈妈在下面

这样回复：“宝贝，不要害怕吃苦，
多锻炼身体才会更棒，最后一名
没关系，下次争取跑得快一点。
平时要多吃点饭，才有力气哦！”
魏丽莉批阅时又在下面回复：“慧
慧，妈妈说得很有道理，老师也为
你加油！”收到本子后，慧慧找机
会悄悄对魏丽莉说：“老师，下次
体育课我不怕跑步啦！”

办公室的同事开始很不理
解，劝魏丽莉说：“本来批改作业
就很辛苦，你还给自己加一项额
外负担！”魏丽莉却说批改这项作
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不仅
成了家校、师生沟通的重要工具，
还可促进孩子健康成长，无形中
也提高了孩子们的写作能力。

从教23年来，魏丽莉一直担任
班主任。在农村工作13年，魏丽莉
关爱留守儿童、家庭困难学生，用自
己的电话让孩子们与在外打工的父
母打亲情电话。2011年调入九龙
学校后，利用家校联系本、电话沟
通、个别谈话，班级微信群等方式巧
妙引导孩子成长。

魏丽莉重视学生的阅读写作
及书写训练，所带班级多次获乡镇
级“书香班级”，辅导学生在《中国妇
女报》《小学生导刊》《快乐作文》等
各级各类刊物上发表作文40余篇，
在各级征文比赛中获奖 100 余人
次，在市县书法赛、演讲赛中获奖10
余次。特别是2020年疫情期间，魏
丽莉每天在班级群里布置作业并线
上批改、指导，还组织孩子们开展了
抗疫绘画比赛、抗疫手抄报比赛、厨
艺比赛、整理书桌比赛……一系列
线上活动培养了孩子们各方面的能
力，让孩子们这个特别寒假过得格
外有意义。

“家校记事本”汇聚爱心引领学生成长

——记隆回县九龙学校教师魏丽莉

通讯员 刘剑

扎根讲台16载，市第十六中学化
学教师牛丽彩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
业，多次获得学校的“优秀班主任”“骨
干教师”“十佳青年教师”等荣誉，年度
考核中，更是“优秀教师”的常客。

“孩子们成长的环境在变，我们的
教学方法也要变。”从教16年，这句话
也被牛丽彩念叨了 16 年！她最希望
的是学生不仅仅是把老师教过的知识
复制到脑海里，还能深入理解知识的
科学含义和现实意义。以初中化学的
教学为例，牛丽彩曾多次带领学生走
进实验室，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让所
有学生都能亲手做“加热高锰酸钾分
解制氧气”的实验，以加深学生对知识
的理解。凭借这样的劲头，从2015年
开始执教初三毕业班的化学以来，牛
丽彩连续任教过多届毕业班，化学学
科的中考平均分、优秀率连续三年居

全市先列，任教班里的学生甚至半数
以上考入省示范性高中。

高质量的教学成果，来源于牛丽彩
教学之余的刻苦钻研。近年来，她多篇
教学经验和教学心得论文发表在国家
级、省级刊物上。她还积极参与各项课
题研究，“十一五”规划课题《新时期青
少年道德人格及其培养研究》获得省
奖。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取得成绩之
后，牛丽彩仍然继续虚心学习、不断听
课磨课，继续提高自己的教学质量与课
堂水平，不断寻求自我的超越。

作为学校选定的“师徒结对传帮
带”指导老师，牛丽彩更愿意将自己多
年的宝贵经验分享于人，与青年教师共
同成长。她说：“成为指导老师，是一份
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我会负起这个责
任，为学校构建更加优秀的教学团队！”

从2016年9月被学校聘为“师徒

结对”活动指导老师以来，她指导的青
年教师李文胜在 2018 年师徒汇报评
比中获二等奖，在全市教学比武中获
一等奖，在全省中小学实验说课活动
中获省二等奖，提前完成了学校制定
的“一年适应工作、两年站稳讲台、三
年干出成绩、四年成为骨干、五年磨砺
成熟”的“师徒结对传帮带”既定目
标。“牛丽彩对自己要求很高，她既在
业务上精益求精，又是我师风师德的
榜样。”谈到自己的指导老师时，李文
胜心里说不出的感激。

一天深夜，一位刚入职的年轻教
师在备课中遇到了较大问题，对于氧
化反应这一部分的知识不知该如何向
学生讲授，就来请教牛丽彩。已经休
息的牛丽彩二话不说，给这位年轻教
师讲授了两个多小时，这位年轻教师
对此感动不已。

绚丽小讲台 人生大精彩
——记市第十六中学教师牛丽彩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超 通
讯员 覃少雄 黄容） 前段时间，
在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积极组织
下，博士生导师、深圳大学当代金融
研究所原所长国世平教授助学捐赠
仪式在市教育局举行，290名孤儿（含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得到了国世平教
授的家属、学生捐赠的服装。

过去的一年来，我市市县两级学
生资助管理部门紧紧围绕“扶贫先扶
志、扶贫必扶智”的总体思路，以教育扶
贫攻坚为契机，不断完善工作制度与
措施，努力提升各级学生资助管理部
门及各类学校资助系统管理人员应用
水平，充分依托“一单式”教育扶贫系
统、全国学生资助管理系统，坚实推进

“义务教育有保障”的扶贫要求，积极组
织各类奖助学金的发放工作，加强资
助资金清查力度，同时不断创新宣传

形式，充分利用各级媒体广泛宣传资
助政策，努力争取社会爱心力量参与
到学生资助工作中来，以精准资助、应
助尽助的高标准、严要求，坚决不让一
名学生因贫因疫情影响学业。

去年，我市共资助学生70.87万人
次，资助金额约6.05亿元，学生资助各
级各类地方财政配套资金均足额到
位。其中中职免学费共资助学生
127878人次，资助金额15564万元；中
职助学金共资助学生 79746 人次，资
助金额7974.6万元；高中建档立卡等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学费共资助学
生31901人次，资助金额2779万元；高
中助学金共资助学生 48034 人次，资
助金额6109万元；高中建档立卡等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免教科书共资助学
生23049人次，资助金额606万元；高
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

教辅材料共资助学生4526人次，资助
金额 142 万元；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寄
宿生生活补助共资助学生 85336 人
次，资助金额 4877 万元，非寄宿建档
立卡生活补助共资助学生 208579 人
次，金额8481.7万元。义务阶段建档
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教辅材
料共资助学生 26833 人次，资助金额
283 万元；家庭经济困难幼儿入园补
贴共资助学生 40989 人次，资助金额
2050万元。此外，我市积极联络爱心
企业、爱心人士，进行社会资助，共募
集发放资助金额 754 万元；落实高等
教育阶段学生资助项目，2020年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共 11963 人，贷款金
额9966万元；落实大学新生入学路费
补偿项目，共资助 3021 人，资助金额
181万元；大学生就业补偿1295人，资
助金额593万元。

精准资助助力困难学子成长

3月8日，邵阳二纺机幼
儿园老师正在带领小朋友认
识国徽，讲述其历史和精神
内涵。当日，该园大班各班
级开展《国旗法》《国徽法》的
普及宣传活动，引导小朋友
们从小养成尊重、爱护和正
确使用国旗、国徽的良好习
惯。
邵阳日报记者 杨敏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