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娟在给范汝卿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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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月于广西召开的全国县级学生资助
工作培训会议上，隆回县的学生资助管理工
作经验得到推介。

隆回曾是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最多的
县，2020 年才摘掉了戴了 30 多年的贫困帽。
困难学生多、助学情况复杂，是隆回县学生资
助管理工作面临的最大难题。近年来，隆回
县始终坚持以服务学生为中心，完善工作机
制，创新工作思路，规范资助管理，全面落实
各项资助政策，努力构建“政府主导、学校为
主、社会参与”助学格局。

隆回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学生资助工
作，出台了《隆回县学生资助工作实施办法》

《隆回县学生资助工作管理暂行办法》《隆回
县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实施办法》等系列
指导性文件，打造县、校、班三级宣介模式，多
形式、多渠道宣传学生资助政策，真正做到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对学生资助政策早知晓、早
计划、早安排。

为切实做到原建档立卡困难家庭学生资

助学段全覆盖、标准最高档、对象无遗漏，自
2017年以来，隆回县建立教育牵头，民政、扶
贫、残联等部门协同配合的教育帮扶协同机
制，实现信息互通、数据共享，每年分春秋两
季定期对基础数据进行跨部门核查，切实做
到特别困难学生“不错一个、不漏一个”。同
时，依托省教育扶贫“一单式”系统、惠民惠农
财政补贴“一卡通”阳光审批系统和全国学生
资助管理信息系统，扎实做好“三上三下”数
据核实工作，真正做到资助对象一个不漏。
2023 年 ，该 县 共 发 放 各 类 教 育 资 助 资 金
8337.53 万元，资助学生 128499 人次，实现了
零投诉、零误差。

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办理中，隆回县
简化贷款业务办理流程，对不能来现场办理
续贷款的学生全面推行“线上远程办理”模
式，为困难大学生提供高效便捷的“一站式”
服务。隆回县坚持贷款回收从源头抓起，在
新生首次申请贷款时，向学生发放《致贷款学
生的一封信》，扎实开展诚信教育、感恩教育、

征信教育和违约责任教育，让“按时还款”的
思想在贷款那刻起就在他们心里扎根、发芽、
成长，形成“解困—育人—成才—回馈”良性
循环。

在坚决落实国家资助政策的同时，隆回
县还坚持“政府资助为主、社会资助为辅”的
原则，注重发挥社会助学的重要作用，采取

“引进来、走出去”的方式，主动争取社会爱心
机构、爱心人士投身助教助学行列。近 5 年
来，隆回县先后联合顺丰公益基金会、广东狮
子会、“海臣教育基金会”、大邵公益、隆回农
商银行、泛海集团等爱心机构及个人开展助
学活动，爱心机构、爱心人士共捐赠钱物总价
值2750余万元，惠及家庭经济困难中小学生3
万余人次。

近年来，隆回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先后
被评为“全国学生资助工作推荐学习单位”

“全省资助工作先进单位”。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工作因“零差错、零欠款”连续8年被评为
全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优秀单位。

“隆回经验”何以全国推介
——解读隆回县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经验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罗理力 马卓

1 月 2 日，隆回县南岳
庙镇造端小学，教师曾娟在
给学校唯一的学生范汝卿
上课。

今年33岁的曾娟大学
毕业后考入当地教师编制，
被分配到造端小学任教。
2012年9月刚到的时候，学
校还有60多名学生，3名教
师。近几年来，农村人口出
生率下降、大量农民工带着
子女外出务工以及城镇化

进程提速，农村人口加快向
县城和中心集镇转移衍生
出大量的“教育移民”导致
村小生源越来越少。目前，
造端小学仅有 1 名二年级
学生，且只有曾娟留下来继
续任教。

“只要有一个学生来，
我就会让她在这里汲取知
识的养分，这就是我作为一
名乡村教师的初心。”曾娟
说道。

坚 守
邵阳日报通讯员 曾勇

▲曾娟在辅导范汝卿写作业。

邵阳日报讯（通讯员 米赛男） 日前，
由市教育局组织的 2023 年邵阳市教育管理干
部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在华东师范大学圆满
结业。

此次培训为期一周，共有教研员、校长、
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共 55 人参加。他们通过深
入学习学校文化建设与教育品牌塑造、数字
化转型与未来教育创新、中小学危机应对的
策略和实践、优质学校的内涵与发展路径、学
习方式变革与教学设计、素养导向的课程教

学、新高考背景下的教学设计实施、新优质学
校的探索与未来等主题，进一步提升了自身
的管理水平和专业素养。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和
管理经验，参训人员还前往华东师范大学第二
附属中学松江分校和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进行
了学习观摩和经验交流。通过实地参观和深入
交流，参训人员对两所学校的办学理念、教学管
理、课程设置等方面有了更直观的了解，从中汲
取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七天“取经” 满载而归
2023年教育管理干部能力提升高级研修班结业

邵阳日报讯（通
讯员 邓佩）为促进党
员教师在教学工作岗
位上充分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推动学校教
学质量全面提高，日
前，市十一中开展党
员示范课交流活动。

参与授课的党员
教师充分准备，全情投
入，以积极向上的态
度 和 研 学 求 教 的 精
神，突出了各自学科
的教学特点，以新颖
独特的教学设计、灵
活多变的教学方法，

全方位展示了各自的
风采，充分发挥他们在
课堂教学中的示范引
领作用，为全校教师展
示了一堂堂精彩纷呈、
各具特色的示范课。

示范课结束后，
该校各科教研组长及
时组织本学科教师开
展评课活动，大家畅
所欲言，提建议、说反
思、谈心得、商妙招，
为共同打造优质课堂
出谋划策，在交流中
触发解锁高效课堂的
密码。

党员示范展风采

深耕课堂共成长

邵阳日报讯 （通讯
员 魏 铿 赞 庞 前 兵）
上月27日，隆回县鸭田镇
石鼓小学开展反恐防暴宣
传教育和模拟演练活动。

该校组织全体学生观
看了有关反恐防暴方面的
宣传视频、了解反恐防暴知
识、进行了反恐模拟演练。

通过此次活动，学校
师生进一步增强了“知恐、
识恐、防恐、反恐”意识和
应急处置能力，提高了自
我保护的能力，为校园安
全奠定了扎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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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光新是新邵县新航中学
工会经审委主任、后勤副主任、
中学化学一级教师。自2001年
7月参加工作至今，他一直工作
在教育的第一线，先后被评为
县优秀教师、县优秀班主任、县
初中化学骨干教师。他本着敬
业有恒、勤学爱岗、开拓创新的
精神，在这个平凡的工作岗位
上默默的耕耘着，把全部的爱
都献给了他所挚爱的教育事
业，献给了他所热爱的学生。

孔子云：因材施教，有教无
类。班上有个孩子叫王磊（化
名），学习非常糟糕，但他喜欢
自己制作摆弄一些小机械。石
光新根据他的特点，肯定了他
的独特才能，引导他往理科方
面发展，鼓励他学好物理、化
学，努力提高其他成绩 。

在教学的同时，石光新一
边苦练自己的内功，阅读教育
教学方面的书籍和刊物，向苏
霍姆林斯基、魏书生、李镇西、
胡明道等中外教育大师学习，
努力探索、力求寻找有效的教
育方法。同时，他将教学经验结
合学生的情况与教育理论联系
起来，利用闲暇时间整理成教
育教学方面的论文，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论文

《基于信息化的初中化学初探》被评为优秀论文
“一等奖”，并被《中国教师》刊发。

在化学教学方面，他潜心研究教材，精心备
课，用心设计每一堂课。注重学生化学素养的培
养及化学用语知识的积累，帮助学生巧记巧背
元素符号、化合价口诀表、金属活动性顺序表，
通过谐音记忆的方法，全班五十多个学生无一
记错金属活动性顺序表。他还经常带领学生参
加各种各样的化学课外实践活动，自制简易净
水器，自制酸碱指示剂，挑战最佳灭火员等，形
式多样，内容多元，寓教于乐。石光新因此被评
为最美教师，他的课堂曾被评为最美课堂，2019
年被评为新邵县初中化学骨干教师，2022年被
邀请在“国培计划（2022）新邵县自主选学试点
项目初中理化工作坊（A311-5-2）线下示范教
学”活动中上示范课。

石光新扛牢学校后勤服务工作职责，始终
自觉遵守纪律规矩，提升“三服务”水平，保持教
师本色。聚力服务校园，参与创卫、校园消防安
全、防溺水、反校园霸凌工作，守住安全底线。他
精打细算，勤俭节约。为学校减少财务开支，他
躬身后勤服务工作，化身“修理员”“水电工”“开
锁匠”，随喊随到，有求必应，为校园有序运转做
好服务。聚焦服务老师，上班时间早到晚归，把
学校当成自己的家，在工作8小时之外下功夫，
用寒暑假加班时间做好服务，保障教师获得感、
幸福感。为提高服务管理水平，他利用业余时间
自主学习，通过国家统一考试，获得了初级会计
专业技师资格证。他全心服务学生，与食堂管理
组一同保障学生食堂膳食营养，落实食品安全
制度，加强食品安全检查，以保障学生安全健康
成长。

“教好学生是我一辈子的理想。”石光新经
常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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