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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去年，教育部等 13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健
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
人机制的意见》，提出到
2035年，形成定位清晰、
机制健全、联动紧密、科
学高效的学校家庭社会
协同育人机制。

近年来，邵阳县未
雨绸缪，不断探索教育
创新，着力构建“家校
社”三位一体的共育机
制，为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营造良好环境。

2023 年 10 月，第一
期“家长夜校”在邵阳县
芙蓉学校举行，活动邀请
长沙市天心区德育名师
工作室的徐畅主任开展

《“智”沟通，“慧”育人》的
专题讲座。这场别开生面
的“家长夜校”，让家长们
感悟颇多，收获颇多。

学 生 罗 皓 的 妈 妈
说：“我们的家庭教育知
识还不够专业、全面。以
前总以为自己已经花了
够多、够长的时间来陪
伴孩子就行了，却忽略
了陪伴并不仅仅只是待
在孩子身边，更要做到

‘有效’陪伴，给予孩子
充分的关爱。”

健全家校协同育人
机制，是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必然要求。芙蓉
学校校长刘劲虎介绍，家
长夜校旨在帮助家长掌
握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技
巧，增强家庭教育与学校
教育的协同作用，共同呵
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据
悉，第三期家长夜校将在
今年4月初举行。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
长，离不开学校家长的
精心培育，也离不开社
会各界的关爱保护。

该县通过实施“政府

主导、民政主抓、部门联
动、家庭配合、社会参与、
全民帮扶”的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机制，严格预防保
护，严厉打击惩治，持续
开展防范性侵未成年人
犯罪“利剑护蕾”专项行
动，确保乡镇留守儿童健
康成长，真正维护好未成
年人合法权益。

2023 年，该县委托
邵阳市家庭教育研究会
在各乡镇共 105 个村，
开展线上视频授课等关
爱活动 735 场；在振羽
广场、塘渡口镇八一街、
长阳铺镇银仙桥民族学
校等地开展“寒冬送暖、
温暖同行”“关爱贫困学
生，预防性侵欺凌”等线
下关爱活动 635 场；发
放“防性侵”宣传手册和
宣传单共 21 万余份；张
贴和悬挂未成年人保护
宣传横幅 5500 多条；为
163 名困境儿童发放慰
问金 10 万元，发放慰问
价值52万元的物资。

同时，该县发动 23
名儿童督导员和 427 名
儿童主任，对全县4-18
周岁的留守女童、孤儿、
非原生家庭未成年人等
特殊群体进行精准摸排，
识别出符合条件对象
3717名。通过建立“四位
一体”关爱保护台账，持
续加强对留守儿童的走
访、关爱力度。宣传推广

“12355”青少年服务热
线，在塘渡口镇中学、黄
荆乡中学建立 4 所心灵
驿站，定期为学生开展心
理健康知识讲座；组织10
名具有心理咨询师资格
证的咨询师为学生提供
免费的心理咨询，营造起
全社会关心关爱青少年
安全健康的良好氛围。

构建协同育人的联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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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是祖国
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
长，关系到千家万户
的幸福安宁。

近年来，邵阳县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青少年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的重要指示精神，
以“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以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为目标导向，不断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
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每年的3月被称为“学雷锋月”。当月，
邵阳县广泛动员各校师生开展学雷锋志愿
服务活动，通过组织观看雷锋事迹故事、义
务植树、公共秩序维护等志愿服务活动，帮
助青少年在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培
育美好心灵、强化责任意识、提高实践能力。

3月21日，邵阳县塘渡口镇第一完全小
学开展了以“学习雷锋、关爱老人、奉献爱
心、服务社会”为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50
余名志愿者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邵阳县福
利院，为老人们送上关怀和温暖。

表演完精心准备的节目后，小志愿者
有的和老人们聊天、唠家常，听老人们讲述
过去的故事；有的帮助整理床铺、打扫卫
生、给老人们捶背揉肩。“爷爷，这个糖可甜
了，你要尝一下吗？”孩子们毫不吝啬地将
面包、点心、糖果分享给老人，用自己的方
式表达对老人们满满的爱意和尊敬，平日
里清静的福利院一片欢声笑语，暖意融融。

这是邵阳县将“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雷锋精神同“护苗”愿景交汇相融，用
爱心与责任为未成年人铺就健康成长路的
真实写照。

近年来，该县注重挖掘重大纪念日、民
族传统节日和重要仪式的教育功能，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未成年人日常
生活、学习当中。2023年，该县教育局充分
发挥教育主阵地作用，在“清明”“七一”“国
庆”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开展“清明祭英
烈”“建制班合唱比赛”“浓情中秋 传承经
典”“情浓重阳 礼敬老人”等系列活动。

通过一次次有温度、有深度的实践活
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民
族精神，让崇德向善的文明种子根植于青
少年学习生活之中，在孩子心中开花结果。

同时，为营造健康文明、和谐有序社会
文化环境，邵阳县致力构建“先进来自青年，
青年赶超先进，先进不断涌现”的良性循环
生态。通过组织开展“新时代好少年”“红领
巾奖章”“五四表彰”“向上向善好青年”和优
秀团队干部评选等活动，选树一批先进典
型，在全县未成年人中深耕思想道德建设，
积极引导青春榜样讲好青年奋斗故事，鼓励
青少年从身边的榜样、先进事迹中感悟树立
崇高理想信念的重要意义，以“榜样的力量”
激励未成年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2023年，该县15位同学被授予邵阳市
“新时代好少年”荣誉称号；100人被分别授
予“邵阳县优秀共青团干部”“邵阳县优秀
共青团员”称号。

擦亮崇德向善的文明底色
邵阳县是一片红色热

土，传颂着无数革命先烈的
光辉事迹。“南方抗大精神”

“一元钱精神”“一双布鞋的
故 事 ”“ 红 色 教 授 吕 振
羽”……每一种精神、每一
个故事、每一处故居都镌刻
着血脉相承的红色基因。

传承红色基因，是当代
青年的必修课。一堂思政课
要怎样才能打动学生？思政
课只能坐在教室里上吗？丰
富的思政教育资源如何系
统化地为师生所用？怎样让
一堂思政课的作用得到充
分释放？邵阳县用行动给出
了自己的回答。

近年来，该县着重抓好
爱国主义教育、红色革命精
神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将丰厚的红色文化融入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
作，坚持讲好党的故事、革
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用
革命传统、红色精神培根铸
魂。通过持续推动思政教育
常态化，各校紧紧围绕“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这一主
线，广泛开展“童心向党”“开
学第一课”“向国旗敬礼”等
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

随着主题教育和思政
课程的不断深入，一线教

师和学校对思政课
的认识和理解也

逐渐加深，校园
正悄然发生一
些可喜变化。

“请党放
心 ，强 国 有
我 。欢 迎 来

到党史小故事栏目，我是此
次节目的小小讲述员唐彦
汐，今天讲述的内容是《半
条棉被的故事》，半条棉被
剪 成 两 段 ，却 永 远 相 连
……”3 月 20 日，在邵阳县
芙蓉学校内的芙蓉心声广
播站，两名佩戴红领巾的小
广播员清了清嗓子，端坐在
话筒前，录制“午间党史小
喇叭”节目。

就这样，一节生动活泼
的思政课，打破了农村校园
在党史学习中时间和空间
的束缚，传遍21个乡镇场的
校园。“现在的小孩越来越
优秀，越来越自信了。这小
喇叭传出来的悦耳声音，讲
的可都是大道理，换作是
我，不一定能讲这么好哩。”
塘渡口镇兴安村72 岁的村
民刘军感慨说。

据悉，类似的活动在该
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县
教育局的联合推动下，多所
学校同时开展，多端发力，形
成了一股党史学习的新现
象、新热潮。芙蓉学校成长中
心主任陈志文介绍，党史小
故事栏目每周都会举办 2
期，由该校广播社团的60余
名学生轮流讲述红色历史。

学生从“听课人”到“讲
课人”的转变，不仅锻炼了
自身胆量和口才，还能将党
史故事铭记于心；不仅引导
广大未成年人学党史、感党
恩、跟党走，更能将故事传
递给家长，在社会上引起

“二次传播”，让红色基因、
革命薪火代代相传。

传承童心向党的红色基因

▶ 在
邵阳县振
羽 广 场 ，
孩子们向
路上来往
的爷爷奶
奶介绍自
己的手绘
作品。
康煌 摄▲学雷锋月，孩子们将自己的手绘作品展示在教室的外墙上。 易鑫 摄

▲孩子们在双合社区图书室阅读书
籍。 徐阳 摄

▲邵阳县思源学校，活力满满的同学们正
在操场做课间操。 康煌 摄

▲邵阳县残联组织开展春风行动。康煌 摄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志愿者和邵阳县特
殊教育学校的同学们一起制作美食。 康煌 摄

▲邵阳县开展“新时代好少年”表彰会。 康煌 摄

▲小小广播员龚子妍正在主持“百位书记”访谈节目。
陈志文 摄

▲孩子们在双合社区少年活动室做游戏。徐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