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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新春第一会”系统部署“三

支队伍”建设工作，这是我省构筑人

才竞争新优势的固本之举。教师队

伍是“三支队伍”建设的重要一环，县

教育系统紧扣“强国建设，教育何为”

时代课题，以教育家精神为重要引

领，迭代升级师资引进、培育和管理

三大机制，着力打造高素质教师队

伍，以教师之强赋能育人之强。

拓宽渠道倾心“引”，接续涵养人
才工作的“源头活水”。引才聚智关

键要“广开门路”，我们升级优化招引

机制，出台《云和县关于加强新时代

教育人才引进和培育工作的实施意

见》，实行“银龄教师”以及“名优校

长”“名优教师”柔性引才，建立“一事

一议”特殊通道，加大人才安居、专项

补助、教师成长等奖励力度，千万补

贴面向全国发出英才招募令。2023

年共引进省特级教师、慈溪中学学科

导师等 13名，本科优秀毕业生 22名、

硕士生 5 名，集聚人才强磁场，实现

人才引进由“被动等”向“主动引”转

变。

多元施策悉心“育”，加速形成

全员出彩的“人才矩阵”。教师是

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我们紧抓教

育家型名校长、领军型名教师、专

家 型 名 班 主 任“ 三 名 ”队 伍 培 育 。

突出“向内挖潜”，聚焦优培，实施

“领雁”工程，重组“名师工作室”，

搭建全县“课堂节”、技能比武等专

业成长平台，锤炼过硬本领；聚焦

优选，组建教育管理青年干部研修

班，完善局机关和学校青年干部双

向交流机制，育强校长队伍后备力

量，努力实现引领一批、带动一片、

辐 射 一 域 的 效 果 。 突 出“ 向 下 帮

扶”，立足城乡共进，做优集团化办

学，开展集团联动、示范教学、网络

教 研 ，将 城 区 优 质 师 资 向 农 村 下

沉，同步加强城乡教师业务水平。

突出“向外借力”，利用慈溪中学学

科导师工作室、跨地区教共体等平

台组建帮扶联盟，与北仑、海宁等

教育发达地区形成常态化共建共

享机制，推动人才培育由“自主培”

向“合力育”转变。

改革破题精心“管”，搅动激活干
事创业的“一江春水”。改革是推动

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聚焦教师队伍

关键瓶颈，系统设计队伍管理配套制

度 12份，形成政策衔接配套、破难解

题一体推进的教育人才工作体系。

坚持“师德”为先，始终把教好书、育

好人作为教师最高标准，实施师德师

风负面清单二十条，开展教育系统师

德师风专项整治，驰而不息强化队伍

作风，坚定教师笃行之志。坚持“激

励”为重，以“实干实绩”为导向，全面

推行县管校聘、星级班主任、中层干

部奖励、校长职级制等人事制度，实

行定向委培跟踪、试用期教师转正考

核、后备教师储备库等办法，形成“能

上能下、能进能出、优进劣汰”的广泛

共识。坚持“关爱”为舟，建立健全谈

心、走访、送温暖长效机制，积极开展

入职联谊、职工关爱、趣味团建、暖心

荣休等工作，切实提升教师的职业获

得感、幸福感，形成“人人渴望成才，

人人努力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生

动局面。

人人争先 全员出彩
挺膺担当推进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

县教育局

本报讯（见习记者 柳贤明）近

日，县慈善总会组织开展新《中华人

民共和国慈善法》（后简称《慈善法》）

宣传活动，为云和慈善事业发展营造

良好的法治氛围，推动更多爱心力量

依法依规参与慈善活动，共同为构建

美好社会贡献力量。

活动以专题讲座的形式，围绕新

《慈善法》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展

开，对新《慈善法》进行了全面、深入

且生动的解读。通过宣传，让参与者

对慈善活动的规范要求、慈善组织的

权利义务、捐赠者和受赠者的合法权

益保障等方面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活动现场，县慈善总会工作人员还向

与会者发放了新修订的《慈善法》。

《慈善法》是慈善领域的基础性、

综合性法律，是新时代慈善事业发展

的法治保障。据悉，新修订的《慈善

法》将于今年9月5日正式实施，着重

完善促进措施，规范慈善活动，强化

领导监督，回应慈善事业发展中的新

情况、新问题，增设应急慈善，规范个

人求助行为，其发布对今后慈善工作

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今后的工

作中，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按照《慈善

法》的要求，组织宣传好、贯彻落实好

《慈善法》，为我县慈善事业高质量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县慈善总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

云和开展新《慈善法》宣传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凤凤 通讯员
项大圣）近日，在崇头镇大垟村的

云和县食用菌周年化栽培（大垟）

香菇基地，30 多个披着白色反光膜

的食用菌大棚内，喷灌设备正在高

速 运 作 ，为 大 棚 内 的 食 用 菌 降 温

“解渴”。

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容易引发农

作物“高温热害”“中暑”等造成减

产。近段时间，我县通过田间技术指

导、大棚标准化建设、人工增雨等措

施，帮助农户为农作物防暑降温，促

进秋粮丰产丰收。

“我们积极推进农业设施大棚建

设，通过安装喷灌、遮阳网等降温设

备，降低棚内温度，促进食用菌、蔬菜

等产业健康发展。”县农业农村局工

作人员介绍，喷灌设备既能精准为农

作物提供所需水分，还能减少水资源

的浪费。同时，今年我县还出台了升

级版的产业政策 20 条，进一步支持

食用菌栽培模式转型，提升科学种植

能力。

为缓解土壤干旱，我县人工影响

天气作业人员还在崇头镇、赤石乡等

地开展地面烟炉作业。“为增加水库

蓄水、缓解旱情，8 月以来，我局已开

展烟炉增雨作业 7次，火箭增雨作业

1 次。”县气象局工作人员表示，虽

然已立秋，我县仍然处在炎热之中，

暑气难消，离真正的秋高气爽还有较

长一段时间。他们将加强监测，利用

一切可能气象条件开展人工增雨作

业，保障作物生长。

下一步，我县将鼓励有条件的种

粮大户利用喷灌设备，提升科学灌溉

能力。同时，充分利用水库、水池等

就近条件，科学合理调配水资源，全

力扩大灌溉面积。

云和多举措为农作物降温“解渴”

本报讯（实习记者 江佳望 柳贤明 通讯员 钟
晓菲）为深入推进“扫黄打非”工作，近日，白龙山街

道大坪社区以“‘扫黄打非’扬正气，文明风尚入人

心”为主题，在大坪就业服务中心举行“扫黄打非”知

识竞赛，进一步提升广大群众对“扫黄打非”工作的

认知度和参与度。

“‘扫黄打非’有哪五大专项工作？”竞赛现场，主

持人话音刚落，六支队伍几乎同时按下抢答器，互不

相让、快速作答。现场的观众也被这紧张刺激的氛

围所感染，每当有队伍拿下分数，便会爆发此起彼伏

的掌声与喝彩声，为选手们加油鼓劲。经过几轮激

烈的角逐，最终“栓 Q 队”凭借出色的表现获得一等

奖。

“这次知识竞赛非常有趣，能够获奖更是意外惊

喜，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为社区居民普及更多的

‘扫黄打非’知识，带动大家一起为营造健康、文明、

和谐的社会文化环境共同努力。”“栓 Q队”选手陈丽

娟说。

据悉，此次比赛共有来自社区、相关单位的 6支

青年队伍参与，内容涵盖了“扫黄打非”相关法律法

规、工作重点等多方面知识，现场 30 余位观众到场

观看。互动频频、鲜活有趣的知识竞赛既展现了青

年干部们扎实的基础知识，也让在场的观众们收获

满满，对于“扫黄打非”工作有了全新认识。

“今天学到了很多关于‘打黄扫非’的知识，我相

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云和的文化市场一定会更

加清朗。”观众阙晓芳表示。

文明创建永远在路上，接下来，大坪社区还将推

出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让辖区居民了解并参与到

“扫黄打非”工作中来，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和

社区环境。

竞赛点燃社区
“扫黄打非”新风尚

《万年的回响·探秘云和古瓯文明》
宋·青釉刻花五管瓶

扫一扫 看视频

露天烧烤、乐队驻唱、乡村
酒吧、五彩灯光……赤石乡赤石
村商业街区“嗨周末”活动丰富
多彩，特色夜游项目更是深受游
客喜爱。

刘海波 陈荣华 文/摄

建强“三支队伍”

本报讯（记者 杜媛媛 通讯员 洪欢）为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青少年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近

日，“非遗进社区——包山花鼓戏的传承与推广”活

动在元和街道元和社区举办。

“我们邀请了包山花鼓戏省级非遗传承人来到

社区，开展面对面教学，讲解包山花鼓戏的发展历

史、技术要领、角色分工等内容，辖区内的小朋友也

在非遗传承人的带领下，拿起演出道具，亲身感受包

山花鼓的唱腔、身位。”元和社区工作人员说，在体验

时间里，小朋友们都化身小小表演者，用青涩生动的

动作展现自己的学习成果。

此次非遗进社区活动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了守护

非遗文化的种子，使他们在快乐的氛围中学习到了

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激发了他们对传统文化

的兴趣和爱好，同时也鼓励他们一起参与到非遗文

化保护和传承的行动中来。

与此同时，包山花鼓戏曲目《大花鼓》《卖花线》

《补缸》也在乡村大舞台唱响。据了解，今年以来，元

和街道积极开展非遗进乡村活动，让非遗文化走进

百姓家，更加“接地气”。截至目前，该街道已开展

“戏曲进乡村”文艺巡演15场次。

“非遗文化只有走进群众，才能更好地传承，通

过举办非遗进乡村活动，不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也能让他们了解到云和拥有优秀的传统文

化，增强群众对云和文化的认同感，助力非遗文化更

好地传承发展。”元和街道相关负责人说，接下来，元

和街道将持续深入开展非遗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

“三进”活动，激发群众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让他们更

好地感受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元和街道以点带面
展非遗文化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