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希望的田野上在希望的田野上
闽侯县教师进修学校第一附属小学四年（3）班 陈雨萱

我的我的““老帅哥老帅哥””姥爷姥爷
福州教育学院附属第三小学六年（3）班 李梓言

“我们世世代代在这田野上
劳动，为她打扮，为她梳妆……”
假期到了，那片金黄的玉米地里
又响起熟悉的歌谣，那是外婆最
爱唱的歌，也是我忘不了的美好
回忆。

假期里，回到湖南老家的第
一个清晨，太阳都还没有“起床”，
外公外婆就把我喊醒了。我被硬
生生拉下床，看见平台上备好的
农具，这才想起前一天晚上外婆
答应了我的请求，带我去地里收
玉米。

玉米地离外公外婆家很远，
路还很陡，一想到这，我的嘴角耷
拉了下来，完全没了前一天晚上

的快乐。但是，说出去的话就像
泼出去的水无法收回，我背起外
婆准备好的小竹筐，经过半小时
的颠簸，终于来到玉米地。

两排绿色的走廊出现在我
的眼前，一根根比我还高的玉米
茎耸立着。我努力踮起脚接过
玉米棒，把它们平整地放在竹篓
里。玉米地里又闷又热，连清风
也不光顾。地里的蚊虫很多，不
一会儿我的身上就被叮了五六
个大红包。我难受极了，才半个
小时，就扑通一声坐在地上。外
婆也不恼，连忙跑过来接我的
活。

“萱萱，没关系，休息一下。”

外婆摸了摸我的头，转身忙碌起
来。我看见两位老人微微驼背的
忙碌身影、看见汗珠顺着他们的
下巴滴落在玉米地里、看见竹筐
里的玉米一层层地长高，眼眶湿
润了。

他们能做到，我怎么能就这
样放弃？我一边给自己打气，一
边收着低矮处的玉米棒。玉米叶
好几次划过我的脸颊，我都不在
意，因为我今天的目标就是用玉
米棒填满我的竹筐！

外公外婆望着突然“奋起直
追”的我，露出满意的微笑。我看
见他们在前方向我招手，长年累
月的劳作让他们的手上长满老

茧，坚硬的玉米壳也磨破了我的
双手，但这点小伤在他们面前就
不值一提。

看着竹篓里的玉米堆越来越
高，我兴奋得顾不上手上的疼痛。
不一会儿，近处的玉米就被我收
完了。外公外婆特地为我砍好远
处玉米茎的枝叶，等着我去收。

此时大地重新变成大烤炉，
汗珠也顺着我的下巴滴在玉米地
里。我觉得已经收了好多，回过
头一看，激动得想哭，竹筐里塞满
了玉米棒，它们都是我收的。劳
动的疲倦随着一阵穿过田野的清
风消散，原先金黄的玉米地又变
回一望无际的绿色。我小心翼翼

地扛着竹筐坐上三轮车，生怕落
下一点。

不一会儿，外婆哼起了歌：“我
们的未来，在希望的田野上，人们
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生活在人
们的劳动中变样……”我不禁跟
着外婆唱了起来。这里有我劳动
的汗水，也赐予我一整筐的幸
福。我难忘那片充满希望与幸福
的玉米地，也难忘那些用劳动创
造幸福的身影！

（指导教师：黄可欣）
点评：本文层次清晰，语言活

泼明快。虽然是一件小事，但作
者描绘得有声有色，把心理活动
写得细致入微。

国家级课程标准研制组专
家，省级名师名校长、专业带头
人，全市学科专业教研组组长，
全国教师技能大赛获奖选手
……当这些人云集学校，成为
你的科任教师，你愿意跟着学
吗？

仓山区闽江大道上，坐落
着“沿海发达地区一所精雕细
刻的精品学校”。它就是首批
公办国家级重点职业中专学校
——福建省福州财政金融职业
中专学校。学校秉承“好教师是
学校的基石”的理念，始终坚持
把教师队伍建设当作学校的头
等大事，培养了一大批师德高
尚、爱岗敬业、业务精湛、成绩突
出的优秀教师。名师领航逐光
而行，也成就了学校“南国奇葩，
职校楷模”的美誉。

以赛促教
国赛实现零的突破

“2023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获奖
学校——福州财政金融职业中专
学校，参赛作品《三角函数》。”看
到长达 8个月的努力终于有了结
果，吴柱石、陈玉如、陈薇、刘悦等
4位教师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
情，放声欢呼。

这项比赛由教育部主办，代
表职业院校教学能力的最高水
准，也是全国职业院校教师向
往的最高奖项。福州财金职专
数学组的 4 位教师作为该赛项
福州市唯一的晋级队伍，一路
披荆斩棘，实现学校在国家级
教师教学能力比赛获奖零的突
破。当然，其中的艰辛只有他
们知道。

大赛设有课堂教学展示、综
合素养展示两个环节，不仅考验
参赛教学团队的基本功，更考验
教师临场应变能力和团队默契。
陈薇在孕晚期行动不便的情况下，
依然坚持参加了整个赛程，最终以
出色的现场答辩、一流的学科素养
为团队拿下关键的得分环节。

领队吴柱石是福州财金职专
的明星教师，有着30年教龄，教学
经验丰富，遇事沉着冷静，是团队
的“定海神针”。他从福建师范大

学数学系毕业后，一直坚守在教
育最前线，学术成果颇丰：与团队
共同开展的关于中职数学微课的
设计和研究，获得国家级教学成
果奖二等奖；参与高教社五年专
大专课本《数学第六册》的编写。
更令人敬佩的是，他有着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曾赴宁夏支教一年，
被评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优秀支教
队员。

有了身边榜样的带动和激
励，福州财金职专以赛促教、教学
相长的教研氛围日益浓厚。学校
先后获得2022年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班主任
能力大赛团体优胜二等奖，2023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贡献
奖，2023年第八届“科云杯”全国
职业院校中职组财会职业能力大
赛总决赛三等奖等荣誉。在
2022—2023学年，思政团队、语文
团队分别获得省赛二等奖、三等
奖，班主任能力大赛获省赛三等
奖。

“师带徒”
锻造一流教师梯队

“如果不是师父的悉心教导、

倾囊相授，我很难有机会站上国
赛的领奖台。”刘悦是福州财金职
专数学教研组的新人，在教师技
能大赛中获得国赛二等奖的佳
绩。

“师带徒”是福州财金职专关
爱、帮助年轻教师快速成长的重
要举措。该校采用三年出师、六
年骨干、九年成才的培养方式，实
现教学团队梯队建设。在日常教
学教研活动中，师徒共同交流教
学心得，互相听课、评课，让每一
名教师都找到内生动力，得到切
实提升与成长。目前，该校拥有
省级专业学科带头人3人、省级名
师 2人、市级名优骨干 11人，形成
了一支以骨干教师和专业带头人
为龙头、以中青年教师为中坚的
教师团队。

职业院校能否办出特色，关
键在于“双师型”专业教师的数
量和水平。福州财金职专抢抓
职业教育发展机遇，探索实施

“分层、分类、多途径培训”的新
模式，组织“双师型”教师参加各
级各类培训；组建会计事务专业
群“双师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着力培养一批教育教学改革创

新骨干；通过积极搭建校企合作
平台等方式，大力提升职业院校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水平。
目前，该校拥有专业课教师 67
人，其中专任“双师型”教师 42
人，大大超过国家对中职学校教
师的师资要求。

教学改革
升学和就业并重

“我的中考分数上普高没问
题，但我想直接学自己最喜欢的
计算机专业。”林宇成是福州财
金职专 2105 班的学生，3 年前在
中招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五年
专。入校第一学期，他就主动找
到竞赛指导教师，希望可以参加
计算机方面的职业技能大赛。
此后的 3 年，从校级到市级再到
省级，他一路过关斩将，闯进网
络建设与维护赛项的国赛。

当然，这只是林宇成的起
点。中高职贯通培养、高职单招
考试、职教高考等多元化升学渠
道，已为他打通未来的通道，上
本科、考研甚至读博都成为可
能。

这些年来，中职毕业生从以
就业为主转向以升学为主。以福
州财金职专为例，2023年837名毕
业生中，继续升学的占 98.21%，只
有少数学生直接就业。因此，该
校加强教学改革，提出“升学与就
业”并举，针对不同需求开展分
类、分层次教学，进一步强化师资
队伍建设。

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福州
财金职专已成为福州市中职校
语文、数学、英语、历史、财经、服
装六大学科的教研中心组依托
校，11名教师担任市级教研中心
组组长、副组长。刘榕兰、余绚
被省教育厅确定为首批中职名
师，陈迹、陈心屹、寇晓艳被确定
为省级专业带头人。这些兼具
深厚教育理论与丰富实战经验
的名师，让学校全面起势有了先
决条件。

在中职校当教师，不单单要
传道授业解惑，还要具备爱与奉
献的精神。“由于过去在学业上经
历了太多挫折，不少新生会出现
迷茫和学习动力不足等情况，我
们要重塑他们的自信心、上进心
和自主性。”余绚是福州财金职专
语文高级讲师，也是一名班主任，
她发现只要学生找到自己的学习
方式和学习兴趣，就会有巨大的
进步。

于是，福州财金职专成立了
以王心凌为领衔名师的“荧光”名
班主任工作室。一群有思想、有
追求、有干劲的中职教育者聚在
一起，让微微荧光汇聚成璀璨的
光芒，让校园充满人文关怀，也让
学校真正成为学生心目中的幸福
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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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苑

教育部部署2024年高招工作

加强拔尖创新人才选拔
本报讯（记者 鄢秀钦）近日，教育部印发

《关于做好 2024 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
知》，2024年高考全国统考将于 6月 7日—8
日举行。

具体科目考试时间安排为：6月7日9：00
至 11：30语文，15：00至 17：00数学；6月 8日
9：00至 11：30文科综合/理科综合，15：00至
17：00外语，有外语听力测试内容的一般应
安排在外语笔试考试开始前进行。

通知重点强调了五方面的工作要求。
一是建立完善高水平考试安全体系。各

地各校要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完善健全各类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和预案。强化部门协
同配合，严格考试组织管理，开展手机作弊专
项治理。

二是大力促进入学机会公平。严格招生
计划管理，各地各校要严格执行教育部核定
的本科招生计划，不得随意更改招生计划。
继续实施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
划、重点高校面向农村和脱贫地区专项计划，
做好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工作。严格
开展报名资格审核，严厉打击“高考移民”，严
查空挂学籍、人籍分离、虚假学籍等违规情
况。

三是稳步推进高校考试招生改革。深化
高考综合改革，深化考试内容改革，做好艺术
体育类招考改革落地工作。加强基础学科拔
尖创新人才选拔培养，统筹实施强基计划、少
年班、英才班、保送生等各类拔尖创新人才选
拔培养政策，加强选拔、培养、评价一体化建
设。加强教考衔接，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
能”的职教高考制度。

四是严格规范招生录取管理。严格组织
新生入学资格复查，确保招生录取公平公
正。高校制作录取通知书应坚持简约、节约
的原则，避免铺张浪费。

五是优化考试招生宣传服务。加强志愿
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多渠道公
共服务。

今年中职学考时间确定
本报讯（记者 鄢秀钦）近日，省教育厅印

发通知，部署 2024年中等职业学校学业水平
考试工作。

2024 年我省中职学考分为合格性考试
和等级性考试。合格性考试包括公共基
础知识（含德育、语文、数学、英语、计算机
应用基础）、专业基础知识、专业技能考试
等 3 个部分，等级性考试包括公共基础知
识中的德育、语文、数学、英语和专业基础
知识。

通知明确，全省中等职业学校 2022级、
2023级全日制学历教育学生（含高职院校招
收的全日制中职学历教育学生，不含五年制
高职教育学生）均要参加合格性考试，有升学
意愿的学生还要参加等级性考试。技工院校
在校生和社会人员也可报名参加合格性考试
和等级性考试。

考试时间安排在 6月和 12月进行，其中
公共基础知识考试（计算机应用基础）安排在
一年级下学期，公共基础知识考试（德育、语
文、数学、英语）、专业基础知识考试安排在二
年级下学期，专业技能考试安排在三年级上
学期。

据了解，合格性考试成绩是评估中职
学校办学质量的重要依据，也是中职学生
毕业的依据之一。公共基础知识（德育、语
文、数学、英语）和专业基础知识的合格性
考试、等级性考试成绩则是高职院校、应用
型本科院校招收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依
据之一。

我省新增29个本科专业
本报讯（记者 鄢秀钦）近日，教育部发

布 2023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
审批结果，我省 18 所高校新增备案和审批
本科专业 29个，10所高校撤销本科专业 18
个。

其中，福建师范大学新增足球运动专
业，这也是足球运动首次纳入高校本科
专业目录；福州大学新增知识产权和量子
信息科学专业；福建理工大学新增海洋机
器人专业；福建农林大学新增海洋资源与
环境、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乡村治理专业；
闽江学院新增工艺美术专业；福州外语外
贸学院新增汉语国际教育、数学与应用
数学专业；福建江夏学院新增供应链管
理专业。

从福建高校本科专业调整情况来看，新
兴专业占比不断提高。2023年度新增特设
专业 21个，占比 72.4%；控制专业 8个，占比
27.6%。省属高校理工农医类新增专业占比
高，新增专业15个，占比57.7%。

省教育厅表示，近年来，我省加快建立
健全本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实施“一校一
策”本科专业设置计划，扶持数学、物理、化
学、生物等基础学科专业；加快建设事关公
共安全、卫生健康、生态环保、食品安全等
重大民生需求的学科专业；提前布局前沿、
新兴、交叉学科专业；优先支持支撑新产
业、新技术、新业态发展的急需紧缺学科专
业；改造提升传统特色产业需要的相关专
业；切实加大理工农医类人才培养，扩大公
费医科生、师范生、农科生等专业定向培养
规模。

福州财金职专：

名师领航 打造中职“旗舰校”
本报记者 鄢秀钦 谢薇

福州日报《作文园地》
是中小学生自己的写作园
地，学生、家长可自主投
稿，也欢迎学校老师大力
推荐优秀习作，并附上点
评。作文以 500 字~1000
字为宜，来稿题材、体裁不
限，欢迎自主配音、配插图
等。文章提倡“本于内心
的 郁 积 ，发 乎 情 性 的 自
然”，拒绝无病呻吟，摈弃
陈词滥调，不说假话空话，
忠实记录成长的足迹，放
飞心灵之美。

投稿方式：扫描下方二
维码，关注“福州日报教育
新时空”微信公众号，点击
二级菜单“作文园地”进入
投稿页面，
点 击“ 投
稿”按钮进
行投稿。

我的姥爷性格爽朗，一直保
持着乐观积极的年轻心态。他常
常对我们说：“现代社会发展太快
了，我们老人家也要跟上时代的
步伐。”去年我们回老家，他打开
手机对我们说：“我刚学习了一项
新技能，下载了导航系统，想去哪
里，只要跟着导航就可以到达。
走，姥爷带你们去兜风。”姥爷就
是这么与时俱进，所以邻居们都
喊他“老帅哥”。

姥爷很注重自己的身体状
况，常常说：“现代生活这么好，我
要多活 500年。”他经常利用手机

的运动模式记录自己的运动轨迹，
跟我们视频时常常骄傲地说：“今
天我又走了一万多步，在朋友圈微
信运动中排名第一……”

我们一直以为姥爷是世界上
最健康的人，可万万没想到，今年
初姥爷生了一场大病，康复后感
到乏力，妈妈通过手机帮姥爷预
约了体检。姥爷感慨地说：“现在
真方便，只要在手机上操作就能
预约体检，这要在以前，到医院排
队都要花上大半天。”

姥爷体检过后，我隐约听到
爸爸妈妈的交谈，得知医生反馈

姥爷的病情比较严重。我很担
心，对妈妈说：“妈妈，能不能把姥
爷的病情告诉更权威的专家，让
姥爷快点好起来。”

妈妈说：“我正在整理姥爷的
病情报告，整理好了就发给北京
和上海等地的专家。”太好了，我
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更充满
了期待，希望姥爷的身体能很快
好起来。

但天有不测风云，不久后姥
爷还是离开了我们。如今，我看
着照片上精神抖擞的姥爷，仿佛
又听到他去世前安慰我们的话：

“如果我走了，你们不要难过。
这么好的时代我经历了，这么好
的生活我也享受了，我没什么遗
憾……”

我想，未来科学技术会越来
越发达，或许有一天，我还可以和
我的虚拟姥爷、我的“老帅哥”姥
爷，继续面对面地一起生活，就像
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一样……

点评：本文的语言既生动幽
默又饱含深情，小作者通过姥爷
生活中的点滴，反映科技是如何
深刻改变生活的，文末对虚拟技
术的畅想也逐渐成为现实。

《作文园地》
征稿启事

福州财金职专数学团队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