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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近年来，新郑市
牢牢把握“以改革创新求发展，用特色内涵
铸辉煌”的工作思路，不断加大教育投入、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优化资源配置，采取了
一系列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取
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

进一步发展均衡教育特色格局
“让每一位学生公平享受优质教育资

源”是新郑市教育发展的总目标。2010 年
以来，新郑市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合理调整
中小学布局，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等措施，使城乡间、乡际间、校际
间呈现出均衡发展的良好势头。

一年来，全市以公办幼儿园为骨干和示
范、以民办幼儿园为主体、公办与民办相结合
的幼儿教育服务网络基本形成，基本普及了学
前教育。全市职业学校积极推进校企合作，
各乡镇、街道成人学校按照新郑市委市政府
总体方针，针对市场需求，结合培训意向，预测
设定了果树栽培、大田种植、畜牧养殖、务工培
训等专业培训，使培训与市场需求贴近。新
郑市2010年共进行农村劳动力培训44950
人，实用人才技术培训24580人，下岗失业再
就业人员培训1080人，工作成绩显著。

教育改革彰显活力
新郑一中的文化立校，一中分校的激

情校园，龙王乡的“书香校园”，新华路小学
的版画教学，外国语小学的外语教学……
这些特色项目均为新郑市的特色学校建设
增添了亮点，为教育事业的内涵式发展注
入了丰富的内容。

全市各学校根据自身优势和特色项
目，积极探索和大胆尝试创建特色学校的
有效方法和途径，积极实施特色兴校战略，
打造优秀的教育品牌，有效提升了该市的
教育水平和整体实力，开创了新郑教育充
满活力、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同时，“给初
中分配名额，为高中均分生源”的中招制度
改革、干部能上能下的任用制度和教师能
进能出、优胜劣汰的人事制度改革，为全市
教育事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加强队伍建设，稳步提高师资水平
新郑市把师德建设作为“强体固本”的

基础性工程，以“三查三评”活动为抓手，以
加强教育、搞好活动、强化监督、严厉查处
等方式方法，开展各项师德教育活动。通
过开展名家讲座、外出考察、挂职锻炼、学科
培训、学科测试等活动，组织全市各学校负

责人和教师参与各种类型的培训，提高教
育教学和教育科研水平，积极探索师德建
设的新途径、新方法，努力构建一支素质高、
能力强，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师资队伍。

规范管理，强力构建和谐教育
近年来，新郑市高度重视校安工程，规

划科学、程序严谨、管理规范，正分批分步
实施校安工程，确保校舍、校址安全。同
时，新郑市加大了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力度，
大力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开展“百场法
制报告会进校园”活动，并扎实开展德育工
作，增强学生安全防范意识、法律意识。同
时，对全市各学校在课程开设、作息时间、
课业负担、学生评价及考试等方面进行全
面的规范和治理。

2010 年，全市新建了 4 所乡镇公办幼
儿园，免除了高中段三年级学生学费。
2011 年将再接再厉，让所有孩子能够接受
十二年的免费教育，免除新郑籍普通高中
学生学费，健全完善贫困生救助政策，不让
学生因家庭贫困失学，免费为中小学生体
检，实现每个乡镇都有公办幼儿园。

忆往昔，“十一五”期间新郑市先后荣获
“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地区”、“全国

群众体育工作先进县（市）”、“河南省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先进县（市、区）”、“河南省职业教
育强县（市）”、“河南省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等
国家、省、市荣誉200余项。2010年，新郑市
高考成绩连续第19年位居郑州市郊县市第
一，又成功举办了全国首届少儿小版画作品
展，荣获宋庆龄基金会“生命彩虹奖”。

谋未来，新郑市将大力发展幼儿教育，
继续落实免费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全面
普及高中段教育，全力支持高校发展，促进
各级各类教育均衡发展；完善扶贫助学体
系，保障困难家庭学生有学上；加快实施校
舍安全工程，加强学校周边环境治理，促进
学生健康成长。

新郑市将继续以深化教育教学和人事
制度改革为动力，以新一轮布局调整和创
先争优活动为契机，以规范办学行为、深入
推进素质教育、提升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水
平、加快发展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稳步推
进校安工程实施和不断增强人民体质为重
点，遵循教育规律，坚持领导引领，实现教
育内涵发展、和谐发展、科学发展，不断开
创教育体育工作新局面。

因为专注而专业
因为专业而卓越
——访灰姑娘艺术中心老师刘玉兰

本报记者 李楠楠

也许被童心“浸染”了太久，采访刘玉兰老师时，她极强
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让记者感到既亲切又愉快。短暂的采访
被学生家长打来的咨询电话打断多次，她耐心细致的解答
使记者深深地感受到她对学生的负责及对事业的专注。

辛勤浇灌硕果累累
多少个风风雨雨，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场次的比赛，

换来了千余份的书法绘画作品获奖证书、百余块金奖作品
的奖牌、舞蹈班学生通过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过级证书、学生
参加省市及全国性舞蹈大赛获奖……谈起孩子们取得的
成绩，这位常年与孩子打交道的老师笑了：“舞蹈作品是通
过孩子们在舞台上的肢体语言来表现的，成绩有一半是孩
子们创造的。最想感谢孩子们，是他们给了我们创作的灵
感、探索的激情、进取的动力。”

几年前，她编排的舞蹈《大地飞歌》在新郑市春节团拜
会上赢得阵阵掌声，并以群舞、歌伴舞等不同形式在次年

“三月三拜祖”系列演出活动中表演七场，在省“中华少儿之
星”大赛中获得了银奖。这个舞蹈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那年
的暑假带着孩子们去郊外采风。大家路过莲藕基地时，看
到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叶子浮在水面上，宛如亭亭少女的
衣裙。层层的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怒放的荷花，微风徐
徐送来缕缕清香，如同少女在水中飞舞，大家被眼前的美景
深深地吸引。孩子们在池塘周围嬉戏玩耍展现出来的童
真，开启了她创作舞蹈的灵感，古典舞《爱莲说》的创作雏形
也有感而生……

在这种教学相长的氛围下，一批优秀学生所取得的优异
成绩也成为她快乐的源泉，学生乔贞、路琰炳等多次荣获全
国、省、市舞蹈大赛金奖、银奖，宁宁、李晗、王甜圆、张琛等58
名学生相继考入北京舞蹈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传媒大
学等著名院校。谈起这些可爱的学生，刘老师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作为他们的老师，我感到特别骄傲、自豪！”

因艺术而快乐的人生
在采访中，刘玉兰老师说的最多的是“自己很快乐”，这

是她从教 16 年来最大的收获。她的课堂就是要给学生带
来快乐：“快乐是永远的财富，我要让快乐成为孩子们童年
中无比珍贵的记忆！”

在刘老师心中，舞蹈是一种至真至纯、充满想象力的艺
术，能让人心底纯净，让激情飘荡。刘老师说：“教学生跳
舞，不仅能让他们感受到学习舞蹈带给他们的多彩人生，还
能够培养学生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而这点恰恰是现
在孩子们身上所缺乏的，学生通过这段经历会给他们留下
深刻的记忆。无论是学习时的艰辛还是舞台上的荣耀，都
将成为她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对于舞蹈创作，刘老师认为编创少儿舞蹈，要用孩子的语
言、思维来表现她们对舞蹈的热爱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孩
子们是创作的源泉，她们的天真无邪时常会激发一些灵感。

“我喜欢我的学生，热爱我的职业！我要感谢所有的孩
子们，因为有了他们陪伴，我很快乐、很幸福！”在采访结束
时，刘老师再一次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永不言弃
因为有了永不言弃，蓝天开始风和日丽;
因为有了永不言弃，海洋开始风平浪静；
因为有了永不言弃，大地开始道路平坦；
因为有了永不言弃，我们的生活开始美丽！

——题记
伴随着温暖的灯光，我翻开了它，情绪便随着那一排排黑

色的宋体字忽起忽落，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奇幻的世界……

黑暗·永不言弃
当海伦·凯勒睁开双眼时，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什么也

看不见了。以前五彩斑斓、处处勃勃生机的世界已悄然而
去，唯一有的，只是那冰冷的黑色。黑暗覆盖着她的整个世
界，笼罩着她的整个感官。黑暗，冰冷，悲哀，巨大的失落一
次又一次地袭向脆弱的她。

忽的，黑暗的世界亮起了一道烛光，那是什么？永不言
弃，在失望的谷底，海伦·凯勒并没有一蹶不振 ，她坚定地
对自己说：“我永不言弃!”她一次又一次地爬上山顶，却一
次又一次地狠狠摔下，但海伦·凯勒仍然倔强地说:“我，永
不言弃！”终于，当她一次又一次战胜失望之后，当她一次又
一次地鼓起勇气之后，她终于爬上了山顶，那是一个全新的
世界，在一瞬间照亮了她的眼睛 ……

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中，海伦·凯勒为自己的世界迎
来了一缕阳光，一缕灿烂而又温暖的阳光……

艰难·永不言弃
波涛汹涌，数十条鲨鱼拥挤着争夺猎物。而那位鬓发

已白、步履蹒跚的老人，仍是拼了命地反抗着，老人一遍又
一遍地对自己说：“我！永不言弃！”在黑暗、冰冷的海洋中
央，冰凉的海水拍打着瘦小的船，老人费力地与鲨鱼周旋
着，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每每逢危急关头，是永不言
弃这把大伞为老人挡住了风雨 ，终于，在第一缕阳光绽放
之时，老人又回到了岸边，并拖回了一条硕大无比的鱼儿，
尽管它只剩一副空架……

在《老人与海》中，老人以永不言弃的精神为自己的世
界绽放了一朵花，一朵芬芳永久的花……

《老人与海》、《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几乎处处都有
永不言弃的影子，不管是老人还是海伦·凯勒，几乎每个人
都不怕艰难险阻、困难挫折，以永不言弃的精神走下去，永
远地走下去……

【苑陵中学七（九）班 郭明怡 辅导老师 白爱菊】

救助贫困生
新郑在行动

本报讯（记者 陈扬 高凯）近日，郑州慈善总会救助贫
困中学生活动启动仪式在新郑一中分校举行，新郑市教体
局获赠75万元，用于救助该市1000名贫困中学生。

临近岁末，贫困中学生的生活牵动着各级党委政府及
社会各界人士的心。在启动仪式上，接受资助的贫困中学
生代表小云激动万分。不幸的他出生后就被亲生父母遗
弃，被养父收养，但2008年他的养父去世了，他成为一个孤
儿，没有了任何经济来源。拿到资助款的小云说道：“当我
为学费发愁想辍学时，我得到了救助款，谢谢政府和大家的
帮助，让我能继续上学！”新郑市领导对贫困生充满了殷切
期望：“出身什么样的家庭你们不能选择，但你们可以用知
识与智慧，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家庭的命运，政府会尽力
为你们排忧解难！”

新郑市在贫困生资助方面，下大力气，积极筹措地方配
套资金，使境内所有符合条件的中职生每年足额得到国家
助学金、河南省免学费和郑州市学费补贴，真正让全市各项
资助工作实现“零失误、零违规、零追访”。同时，该市出台
各类措施，使资助工作做到公开、公正、应助、尽助。据了
解，新郑市2010年共发放各类资助金1337.64万元，受资助
人数达21820人次。

细化解读课程标准 努力打造高效课堂
本报讯（记者 赵杰 高凯 通讯员 于世帅） 近日，新郑

市召开 2010 年教导主任“细化解读课程标准，探索有效教
学模式，构建道德课堂”工作研讨会。该市新华路小学、辛
店镇中心学校、新郑一中结合本校实际，分别代表小学、初
中、高中阶段汇报了一年来该项工作的进展情况。会议指
出，为进一步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细化解读课程标准工
作的深入开展，促进课程改革目标的全面落实，提高中小学
教育教学质量，相关单位要按照要求，提高认识，结合实际，
采取有效措施，扎实开展“细化解读课程标准，探索有效教
学模式，构建道德课堂”工作，努力打造高效课堂。

初中段校际交流 同进步共发展
本报讯（记者 赵杰 通讯员 于世帅）近日，新郑市初中

段第七届校际交流活动在薛店镇第一初级中学举行。以
“构建道德课堂、实施有效教学”为主题的交流活动，分为参
观有形成果、学校工作介绍、领导讲话、课例展示、课例研讨、
专家送课六个流程。活动的深入开展，加强了校际间、乡际
间的交流，拉近了城区与乡村学校的距离，有效推动了新课
改的深入推进，实现了学校之间的共同进步、共同发展。

普通高中开放教学 合理利用教育资源
本报讯（记者 赵杰高凯 通讯员 高钰杰）近日，新郑市

普通高中第七届“教学开放周”开幕式在新郑三中隆重举
行。新郑市教体局相关负责人、各学校相关老师、部分特邀
学生家长一起参与“教学开放周”活动。与会人员走入班
级，参加听课、评课活动，各学校相互交流管理经验，教师之
间相互交流教研工作，大家通过学习交流，互相取长补短。
开放办学，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新郑教育资源，不断提升新郑
教育教学水平，凝聚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和智慧，让新郑教育
充满活力与生机。新郑市提出的开放教学、开门纳谏、开门
交流、共同进步的思路，必将使新郑教育更加辉煌。

放寒假啦，新郑市实验小学六（二）班
学生邓灵寅早已在心中打好了盘算：

快乐学习：每天上午一个小时、下午
两个小时，学习、做寒假作业；用一部分压
岁钱买些课外书，并做好读书札记，积累
词汇和信息。

快乐生活：多做家务，做爸爸妈妈的
好帮手；多练习画画，外出写生；经常
与朋友联系，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活动，
加深对社会的认识；参加励志冬令营，

提升自我学习、自我调整、社会交往能
力。

春节，不仅能让孩子们度过一个愉快
的假期，还能收到压岁钱呐！提起这个，
灵寅兴奋起来：“我要用压岁钱买点材料，
再亲手给爸爸、妈妈做一个笔筒，让他们
工作时看见可爱的笔筒会有好心情。我
还要用心爱的画笔画一张全家福，亲手为
我们幸福的一家留个纪念！”

本报记者 赵杰李伟彬 文/图

寒假，对于即将面临高考的高三学生
更为关键。新郑二中三（六）班的王萌为
了心中的理想大学，将在假期中用努力与
汗水浇筑成功的基石：

整理错题：整理错题之前，把错题再
做一遍，再将老师经常强调的经典题型和
做题思路记录在错题本上，并加以分类、
标注重点。背英语单词：对照单词表背单
词时，不要一味地反复背，将自己会的单
词划掉，在下一次背的时候复习两遍巩固
一下，这样，单词表就会越背越薄，越记越
轻松！功课练习：每天做一篇英语阅读理

解与完形填空；查缺补漏，把基础知识进
一步夯实；数学、物理做习题不在于多，要
求精；清晨早起背诵知识点；多看新闻，了
解时政信息；调节心情，为下学期的学习
做好准备。

谈到高考，王萌说道：“我觉得自己并
不聪明，为了考上理想的大学只能努力学
习。作为一名理科生，学习中灵感也很重
要。所以，我把‘成功=99%的努力+1%的
灵感’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我要利用好这
个寒假，对各门功课查缺补漏，打好基础，
为高考冲刺做准备。”

王萌
在向化学
老师请教
问题。

邓灵
寅和同学
们在做物
理实验。

兔年即将来临，以兔子为主题的饰品成为市场的主流。在校园里，老
师们、学生们用各式各样的剪纸兔喜迎新年的到来。

上图 实验小学的学生们展示自己的剪纸作品
下图 实验幼儿园的两位老师向民间艺人拜师学剪纸

本报记者 赵杰李伟彬 文/图

郑州市优秀少先队员邓灵寅：

快乐学习快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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