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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堂让近 80000人同时在现
场和直播平台观看的红色思政课在中原
英烈馆广场和“云端”同步拉开大幕。二
七区将少先队《开学第一课》开进了这个
庄重的场地，以红色教育为主题，扩大学
生的课堂边界。

童心向党跟党走

郑州市少工委副主任、二七区长江

东路小学少工委主任、校长胡建玲为现

场 1200余名长江东路小学师生和线上

75000 余名二七区中小学师生，讲授了

主题为“英烈从未走远 精神薪火相传”

的思政课。从英雄团长祁发宝，到戍边

牺牲和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的英烈们；

从二七精神的时代变化，到孩子们有感

而发唱出的“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一节充满红色、感动、情怀的思政课，在

孩子们振聋发聩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的呐喊声中得到了充分的回应。

随后，二七区共青团员代表为大家

宣读了《二七精神 传承有我》的倡议，来

自长江东路小学的少先队员代表们向大

家展示了《追寻先烈足迹 传承爱国精

神》的诵读节目，并从与会领导手中接过

了《二七精神》宣传读本。

主题活动不停歇

本次活动，二七区结合自身实际，

开展了特别的《开学第一课》，将中原英

烈馆与郑州烈士陵园的红色资源与学

校红色教育紧密结合，让红色基因真正

走进课堂，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理想信

念，提高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据了解，从今年 3 月份开始，到 7

月份，二七区每个月都将开展主题系

列活动。本月将开展摄影、书法、绘画

展、手工、泥塑艺术品展和“红色寻访

二七 追忆峥嵘岁月”活动；4 月份将开

展“红色故事我来讲、红色基因代代

传”活动；5 月份将开展“担重任我先

行、立足岗位争先锋”主题演讲比赛；6

月份将开展“永远跟党走、唱响中国梦”

歌咏比赛；并组织开展“六先七优”评选

表彰活动等。

红色基因代代传

据介绍，长期以来，二七区共青团

和少先队组织在二七区委、区政府的亲

切关怀下，在团教两家的亲密合作下，

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团结带领广

大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听党话、跟党

走，整体工作呈现科学发展的良好态

势。通过成立二七区教育团工委、民办

教育系统团工委等枢纽型基层组织，进

一步深化团教协作机制；通过召开二七

区第二次少代会，进一步加强少先队自

身建设和组织建设；通过出台《关于进

一步加强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等工

作机制，让少先队辅导员真正成为带动

教师队伍更好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重要力量；通过探索推动落实党

团队一体化建设，打造“一路一队一中

心一先锋”主题线路，在全市率先开展

“青春寻访”“红领巾寻访”实践活动品

牌，着力构建了校内外互为补充、有机

衔接的实践教育体系。

丰富的活动构建了二七区党团队一

体化育人红色链条，是该区党团队一体

化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和有效实践。

以爱育人写担当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她
深感自豪，也倍感肩负的责
任重大。多年来，陈伟伟在
工作中严谨踏实、爱岗敬业，
关心爱护每一名学生，坚持
从学生实际出发，因材施教，
做他们学习和生活中的良师
和益友，所辅导的班级被评
为郑州市文明班级。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期间，陈伟伟巧抓教育契
机，组织全校师生利用网络
平台共上一节题为《爱心里
凝聚，战“疫”中成长》特殊而
有意义的校本课程。活动
中，她指导各年级同学以自

己的独特方式通过直播和微视频接力形式表达和传递抗疫期间的
一份信心与爱心，促使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家国情怀、学习砥
砺奋斗精神。

作为学校教导主任，在工作与生活中，陈伟伟自觉严格要求自
己，一切以服务学生为出发点，以学校教师发展为重，精心组织研
讨和制定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并有效落实，注重总结积累各项教
学工作的方法和经验，积极参加教学改革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她认真组织落实教师备课、上课、听课、评课和教研工作，抓好学校
日常教育教学活动，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指导，并借助学校“三色花”
教师成长共同体辅导和培育青年教师站稳讲台，快速成长。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她曾获得郑州市儿童工作先进个人、郑州
市文明教师、金水区优秀班主任、金水区校本课程建设先进个人、金
水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义务监督员、河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优秀辅导教师、郑州市教育艺术节比赛戏剧节目优秀辅导教师、郑
州市中小学生美育活动优秀辅导教师等荣誉称号。此外，她还获
得了郑州市教学成果一等奖、郑州市教科研成果一等奖和郑州市
优秀校本课程设计一等奖，并多次获得市区级优质课一、二等奖。

回顾走过的每一步，陈伟伟说：“成绩属于过去，未来才属于自
己。只有踏实、沉稳地走，脚下的路才会越走越宽。”她会一如既往
地做好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努力用平凡书写伟大，以高尚的“红
烛精神”践行育人初心。

1999年，朱丽娟带着满
腔热血走上了梦寐已久的
讲台。20多年来，作为一名
党员教师，她怀着对党和人
民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勇
于担当，执着进取，为学生
撒播阳光，为教育事业奉献
青春，真正起到了先锋模范
作用。

党徽在身，责任在肩。
一直以来，朱丽娟始终以党
员的先进性严格要求自己，
用 心 做 好 每 一 项 教 育 工
作。担任三年级年级长的
她，在帮助孩子全面发展的
同时，还主动帮助老师快速

成长，让老师和学生共同进步、成就梦想。
“对于加入我们年级的新教师，我会主动沟通交流，积极了解

各位老师生活情况、教学能力等，及时解决教师在生活和教学中遇
到的难题、困惑。对于教学实力比较薄弱的教师，会加强教学经验
分享交流，帮助他们掌握教学方法，并通过听课、评测等方式，让新
教师有更多汲取教学经验的机会，带动教师成长。”此外，在学生课
间活动期间，时常可以看到朱丽娟忙碌的身影。她认为，年级巡视
不容忽视，借助课间和上课期间进行巡查，可以及时发现存在的问
题和风险，达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

在朱丽娟看来，教师不能只片面地关注教学工作，还要注重德
育培养。日常工作中，担任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的朱丽娟除了
关注孩子学业的进步之外，还格外注重孩子能力素养的提升，用爱
心和耐心在学生心中播种自信善良、积极向上的种子。

三年级的孩子主观意识正在增强，针对孩子年龄和心理特点，
朱丽娟在融入情景教学的同时，更倾向于课本知识的延伸和拓
展。“比如在讲《燕子》这篇课文时，我补充了燕子的作息、迁徙、捕
食等习性的相关知识，让学生对燕子有更全面的了解，扩充大家的
知识面。”朱丽娟还善于运用激励性的教学方法，提高孩子们的课
堂注意力，让课堂教学更有效。

为培养学生的责任感，朱丽娟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班级管理，并
与他们一起制定纪律、卫生、劳动、学习、文明等班级规则，并根据
学生表现进行积分。“班级积分制度与课堂也实现了紧密结合，各
科老师也会根据学生课堂表现进行积分奖励，最后，我们会评选出
班级‘纪律之星’‘劳动之星’‘文明之星’等，提高孩子们的荣誉感，
促进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全面发展。”

回望20多年的育人之路，她身体力行地诠释了“以爱育人”的教
育初心，用爱心与责任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在教育一线
与诸多教师携手前行，谱写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园丁之歌。

“时刻谨记一名党员教师的初心使命，用心关注每一个
孩子，持续提升自身专业水平，为孩子们呈现更好的语文课
堂，为学生成长撒播阳光和希望。”

——郑东新区畅和街小学 朱丽娟

春风化雨润桃李
“在教育教学工作岗位辛勤耕耘了整整二十个春秋，我将继

续坚守岗位，以春风化雨般的柔情传递灼灼不息的教育温度，以
无限的热爱与执着的力量让胸前的党徽熠熠闪光。”

——金水区黄河路第三小学 陈伟伟

栏目记者 苏立萌 禹萌萌

拓宽课堂边界 加强红色教育

二七区厚植学子爱国情怀
本报记者 魏瑞娟禹萌萌

中国中国 黄河黄河梦梦 情情
主题征文、绘画、书法、摄影大赛开始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周 娟娟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这是一条
象征着华夏文明和民族精神的河流，这是一条维系
着炎黄子孙灵魂家园的河流，这是一条承载了中华
民族 5000年生生不息的河流，这是一条饱含着无
数黄河人丝丝眷恋和无限情愫的河流……一辈又
一辈华夏儿女在对黄河的认识、治理过程中，获得
生存智慧、汲取创造灵感、塑造精神世界，同时，也
赋予黄河文化生命，使黄河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精神
特质的文化图腾。

大河奔流五千年，文化璀璨满中原。河南，中
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中华儿女的心灵
故乡；河南，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形成了
兼容并蓄、刚柔相济、革故鼎新、生生不息的中原文
化、黄河文化。中原儿女对黄河的敬畏之心、感恩
之心格外强烈，对黄河文化力量的感受格外深切。

郑州地处中华腹地，“天地之中”，联结八方，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开
启了郑州发展的“黄河时代”。斗志昂扬的“黄河
人”正以“团结、务实、开拓、拼搏、奉献”的黄河精神
一往无前，以博大的胸襟、无畏的精神、创新的勇气
在各条战线、各个岗位努力奋斗。城市新貌、自然
风物、人民的幸福生活等，映照出一幅幅砥砺昂扬

的时代图景。
为更好地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推动文化旅

游全域全要素融合发展，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
化品牌，全力打造国家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城市、
黄河流域国际旅游目的地、全球华人寻根拜祖圣
地，充分展现广大人民群众对母亲河的热爱之情，
不断提升黄河文化的魅力，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
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
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
聚精神力量，郑州日报、郑州市教育局特联合开展

“中国梦 黄河情”主题征文、绘画、书法、摄影大赛。
届时，大赛将邀请权威专家组成赛事组委会，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对所有参赛作品进
行初评和终评。每个类别各设一等奖 3名、二等奖
10 名、三等奖 20 名、优秀奖若干，并颁发获奖证
书。优秀稿件将在郑州日报《郑州教育》专刊、郑州
观察客户端和郑育见、郑报悦学会小记者微信公众
号刊登。

热爱黄河的你，热爱创作的你，热血沸腾的你，快
快执笔展开创作吧！请注意，作品主题一定要明确，
可以围绕黄河的保护、治理及发展历程与成就进行
创作，讲述黄河故事，传播黄河文化，弘扬黄河精神。

征稿主题

折射黄河流域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现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
族精神，抒发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民族自豪感，突出黄河儿女的
幸福生活。

参与对象：全市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学生
参与方式：征文、绘画、书法、摄影作品皆可，内容丰富，主题鲜明。

征稿要求

1.参赛内容发送至《郑州教育》信箱：zzjyzk2016@163.com，征文字数在500～1000字之
间，注明参赛作品。

2.所有作品内容必须为原创，严禁抄袭，教师作品注明“姓名+学校”，学生作品注明“姓名+
学校+班级+辅导老师”。

3.绘画、书法作品请拍照，并发送原图片，大小在1M以上。
4.绘画（素描、水粉画、漫画、卡通画、海报等均可）尺寸一律为四开（不超过40×60cm），书

法作品软硬笔均可，不超过50×135cm。
5.摄影作品请将原图直接发送到指定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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