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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衡水中学的一间现
代化教室里，数学老师康彦华站
在讲台上，深入浅出地讲解空间
向量基本定理。与此同时，远在
几十公里外的深州中学、武强中
学、阜城中学的学生们，也通过
教室的大屏幕认真地听着这场
生动的授课。这是衡水市开展市
域内优质基础教育资源共享帮
扶改革的一个缩影。

云端共上一堂课，共享优
质教育资源。从2022年开始，
衡水市大力实施基础教育优质
资源共享帮扶改革，市域内19
所公办普通高中逐一建立结对
帮扶机制，义务教育阶段684
所学校通过集团化办学、学区
一体化管理和结对帮扶等模式
实现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管理
全覆盖。促进教育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推动全市基础教育
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迈进。

形成一盘棋
构建发展“共同体”
衡水市的优质教育资源共

享帮扶改革不仅局限于云端课
堂，而且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形
成全市一盘棋，整体推进市域
内共享帮扶改革。

在市对县帮扶方面，衡水
中学、衡水市第二中学、衡水市
第十三中学等3所市直高中结

对帮扶了4所县办高中。县对县
帮扶结对提升了县中水平，4所
县办优质高中对口帮扶了4所
相对薄弱的普通高中学校。此
外，县域内帮扶也整体促进了
优质均衡，全面推进了县域内
城乡义务教育学校一体化管
理，全市所有668所义务教育
学校全覆盖。

在信息化帮扶方面，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采用了“专递课
堂”“双师课堂”等方式，开展以
音乐、美术课程为主的数字化
教学教研。197所主讲校帮扶了
426所两学科相对薄弱学校，开
展课程3340节，有效解决了乡
村薄弱学校美育师资不足的问
题。

高校帮扶县中也是衡水市
的一大创新举措。2023年12月
底，4所高校和全市5所县中签
订了帮扶协议，充分利用高校
专业资源深化县中教育教学改
革，提升县中管理水平，促进县
中特色多样化发展。河北体育
学院运动训练系到饶阳中学召
开研讨会并对体育特长生进行
现场指导；冀州中学组织高一
年级学生赴衡水学院参观学
习；河北传媒学院派专业老师
赴武邑二中指导播音主持社团
活动；石家庄铁道大学选派博
士生到枣强中学开展优秀生培

优活动。

丰富载体
打造教育“资源池”

为了进一步提高帮扶成
效，衡水市紧紧围绕提升学校
发展水平的建设性要素，从学
校发展理念、教师队伍管理、校
园文化建设等方面丰富帮扶载
体并开展针对性共享帮扶。

在学校管理帮扶方面，帮
扶双方每学期互派1名中层以
上管理人员到对口学校挂职锻
炼，参与学校决策与管理。通过
互派行政领导、学科组长、年级
组长等到对方学校交流沟通和
跟岗学习，全面提高管理人员
的能力和水平。

在教育教学帮扶方面，双
方互派部分教师到帮扶学校任
教，并共同开展教学质量抽测
和教学研讨活动。通过示范课、
汇报课等形式，促进了双方教
师的教学水平提升。

在教师专业发展帮扶方
面，衡水市制定了被帮扶学校
教师队伍建设规划、培训计划
和工作措施。通过每学期组织
优秀教师、骨干教师到被帮扶
学校指导，采取师徒结对等方
式，选派青年教师到帮扶学校
跟岗学习，提高了被帮扶学校
教师的专业化素养。

在学校文化建设帮扶方
面，帮扶双方共同开展团队活
动和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了双
方学生的学习交流和沉浸式体
验。被帮扶学校师生参与帮扶
学校举办的各类艺术节、科技
节、体育节等大型活动和相关
节庆活动，增强了校园文化氛
围和凝聚力。

优化机制
均衡发展提供“硬支撑”

为了确保优质教育资源帮
扶改革的顺利推进和取得实
效，衡水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
共享帮扶学校共同优化保障机
制，为优质教育均衡发展提供

“硬支撑”。
在师资交流轮岗方面，县

域内义务教育城镇学校每学年
到乡村学校交流轮岗的比例不
低于符合交流条件教师总数的
10%，其中骨干教师不低于交
流轮岗教师总数的20%。符合
交流条件的校长也全部进行交
流轮岗。这一举措整体盘活了
县域内教师资源并提高了教育
教学质量。

在激励保障政策方面，衡
水市全面落实了中小学教师申
报高级教师职称须有乡村学校
任教1年以上经历的政策。同
时，对被帮扶学校教师的绩效

考核和年度考核情况进行倾斜
奖励和选拔任用等激励措施。
这些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
师参与共享帮扶的积极性主动
性。

在数字化资源创新方面，
衡水市充分发挥国家智慧教育
平台和衡水市智慧教育云平台
的作用，建设优质教育资源子
平台并广泛推广应用。通过数
字化资源的共享和创新应用，
有效解决了薄弱学校师资力量
不足、硬件不够、开课不齐、教
学资源匮乏等问题。

在教研联盟建设方面，衡
水市组建了13个教研联盟并坚
持区域联动、校际合作共享教
研资源。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
教研活动和设立教学改革项目
等举措，激发了教学活力并浓
厚了教研氛围从而提升了帮扶
实效。

通过开展优质基础教育资
源共享帮扶改革，衡水市中小
学管理水平整体得到提升，基
础教育资源不断得到优化，办
好了一批群众家门口的好学
校，促进了全市基础教育高质
量发展。 （来源：人民网）

衡水：聚焦“资源共享”致力“优质均衡”

本报讯（记者王秀）为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以家风文化赋能基层
治理，近日，桃城区路北街道

“文明家风沁路北”系列主题
活动，在路北街道“家风家训”
传承基地正式启动。辖区各社
区党员代表、企业代表、居民
代表等50余人，参加了启动
仪式。

活动伊始，街道文明实践
合伙人王金秀宣读了《弘扬好
家风 添彩新衡水倡议书》，
呼吁全社会共同践行文明家
风。全体党员干部在《路北街

道廉洁家风承诺书》签名墙上
集体签名，并一同参观沁园家
风馆，学习古今家风典范与本
地家风故事。在随后举办的座
谈会上，社区“文明家庭”代表
及党员代表分别结合自身经
历，讲述了家风对家庭、工作
的深远影响。

“文明家风沁路北”系列
主题活动以培育文明家风为
核心，通过多元形式推动家
风建设与基层党建、社区治
理、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活动
期间，开展“千户家风大走
访”及“邻里互助微心愿”行

动，挖掘社区文明典范、强化
情感联结；同步开设线上“晒
晒传家宝·传承好家风”专
栏，鼓励居民以图文、视频形
式分享家风文化；组织亲子
研学、家风主题讲座等。据
悉，此次活动将持续至2025
年年底。

路北街道办事处负责人
表示，将围绕“家风家训”传承
基地建设、睦邻文化培育、线
上线下联动等举措，推动家风
建设融入基层治理全链条，为
衡水市精神文明建设贡献“路
北样本”。

“文明家风沁路北”系列主题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褚凤娜）三
月的春风暖人心，雷锋精神永
传承。为大力弘扬雷锋精神，
近日，景县青兰镇中学积极响
应“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
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形式
多样的学雷锋活动，让雷锋精
神在校园中生根发芽，绽放出
绚丽的光彩。

主题动员，让雷锋精神
入脑入心。学校利用周一升
旗仪式，向全体师生讲述雷
锋的生平事迹和雷锋精神的
深刻内涵，呼吁大家将雷锋
精神融入日常学习和生活
中。同时，学校还通过宣传
栏、主题班会等形式，广泛宣
传雷锋精神，营造浓厚的学
雷锋氛围。主题班会上，班主
任精心准备，组织学生观看
雷锋事迹纪录片、讲述雷锋
故事、分享身边的雷锋式人
物，引导同学们深入思考雷
锋精神的时代价值，激发了
大家学习雷锋的热情和积极
性。

志愿服务，让雷锋精神见
行见效。为了将学雷锋活动落
到实处，学校组织开展了志愿
服务活动。同学们手持扫帚、
拖把、抹布等工具，认真打扫
学校的每一个角落，让校园变
得更美。同时，他们还积极参
与校园文明劝导活动，营造了

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
互帮互助，让雷锋精神

传递传承。学校组织开展了
以“学习雷锋、互助共进”为
主题的学习帮扶活动。成绩
优异的同学主动与学习困难
的同学结成帮扶对子，利用
课余时间辅导功课。同时，学
校还鼓励同学们在课堂上积
极讨论，分享学习经验和学
习方法，形成了良好的学习
氛围。除了在学习中的相互
促进、共同成长，在生活上，
同学们更是互相帮助、相互
成就。七年级的一名学生身
患残疾，班里的男生自觉组
成互助小组，从打水、上厕所
等生活的帮助到排忧解难的
精神支持，同学们无微不至，
做他坚强的后盾。九年级的
一名学生膝盖受伤后坚持坐
轮椅来上课，这种乐观、坚强
的精神感染了同学们，大家
争先恐后在生活上给予其
照顾。生活上互相帮助，精
神上更是互相鼓舞。在校园
里，雷锋精神的内涵不断丰
富。

通过学雷锋活动的开展，
同学们深刻领悟了雷锋精神
的内涵，并将雷锋精神转化为
实际行动，在校园内形成了

“人人学雷锋、时时做雷锋”的
良好风尚。

景县青兰镇中学：

传承雷锋精神 共建文明校园

参观沁园家风馆。 王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