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示

进 入 7 月 以 来 ，
我区各高校大学生暑
期“三下乡”活动陆
续开启。今年，暑期

“三下乡”活动围绕
“青春大学习 奋斗
亮北疆”主题，学生
们深入农村牧区，开
展教育关爱实践、科
技支农支牧等社会实
践服务活动。在这些
实践活动中，大学生
们奉献着、收获着，
谱出一曲曲动人的青
春乐章。

观点

□本报记者 刘志贤 实习生 刘玉杰

7 月 17 日下午，锡林郭勒盟苏尼特
右旗第二小学多功能厅里，飘出悠扬的
歌声。在这里，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乡音乡情”大学生暑期“三下乡”乌
兰牧骑艺术服务团的成员们正在与苏
尼特右旗朱日和镇的乌兰牧骑队员们
一起排练节目。两天后，他们要在当地
进行联合汇报演出。

7 月 14 日，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乡音乡情”大学生暑期“三下乡”乌
兰牧骑艺术服务团从呼和浩特市启程，
奔赴苏尼特右旗朱日和镇。他们此次
活动的目的是弘扬乌兰牧骑精神，在与
当地乌兰牧骑交流合作演出的同时，进
行实地教学。有来自音乐学院不同班
级的长调、呼麦、马头琴、独唱、舞蹈等
不同专业的 10 位同学和 5 位老师组成
了这支艺术服务团。

刚到朱日和镇，他们便奔向苏尼特
右旗乌兰牧骑博物馆和乌兰牧骑文化
宫，了解乌兰牧骑历史，接受乌兰牧骑

精神洗礼。服务团成员、研一学生李玉娜
在微信朋友圈里说：“弘扬乌兰牧骑精神，
服务乌兰牧骑事业。苏尼特右旗乌兰牧
骑是全国第一支乌兰牧骑队伍，有幸到实
地感受和学习乌兰牧骑文化和精神，颇有
收获。我将继续学习、前进，让乌兰牧骑
文化和精神永远传承下去。”接下来的几
天，呼麦教师、长调教师、民族音乐学教师
等对朱日和镇乌兰牧骑队员进行现场指
导，学生与当地业余乌兰牧骑队员展开了
深 入 的 交 流 与 学 习 ，相 互 借 鉴 ，取 长 补
短。大家还探访了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骑
建队老队员之一的荷花老人。

服务团领队侯久江介绍：“不同于往
年巡回演出的服务形式，今年学院的暑期

‘三下乡’活动借助学校成立丝绸之路国
际乌兰牧骑的契机，更多突出交流、指导
和服务。事实证明，这样的‘三下乡’实践
性更强，学生收获更多。”

这个暑假，内蒙古大学研究生院的 12
位同学也开展了一次与以往相比有些特
别的“三下乡”活动——由内蒙古大学团
委书记王烨辉和校园文化实践部副部长
冯时带队，红色筑梦小分队的成员们奔赴

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开启了他们的教
育扶贫之旅。

参观托克托县改革开放 40 周年成
就图片展、走访老党员和老干部、走访新
营子村贫困中小学生家庭⋯⋯红色筑梦
小分队的行程排得满满的。小分队队
长、电子信息学院研二学生康伟德说，队
员们干劲十足，当日事情当日毕，每天都
得忙到凌晨 2 点左右，但没有一个人叫
苦喊累。是在炕头上采访的老党员的话
给了他们太多感触，是深入贫困学生家
庭家访更让他们坚定了教育扶贫的决
心。“用有限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
事”，出征仪式上的一句话，队员们渐渐
明白了其中的含义。

4 天的活动一结束，小分队拿出了
一万多字的调研报告，有分析、有建议，
活动效果超出了带队老师的预期。调研
报告完成了，小分队的使命还远未结束，
他们想做一个“先行教育——内蒙古高
校学子教育扶贫公益平台”的项目，要把
教育扶贫活动长期做下去。

大学生暑期“三下乡”活动，不仅让
大学生们得到学习和锻炼，也深受所到

之处群众的欢迎。朱日和镇乌兰牧骑老
队员乌云其木格说：“虽说艺术服务团的
老师和学生年龄都比我小很多，但却让
我学到了很多专业方面的知识和技巧。
希望这种形式的‘三下乡’活动多开展一
些，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得到舞台艺术
等方面的培训和指导”。托克托县中滩
村老党员王兵厚拉着康伟德的手久久不
肯松开，老人激动地说：“欢迎你们多来
农村走走看看，希望你们毕业后能到中
滩村来教教娃娃们，让娃娃们多长长见
识。”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广大青年
学生认识国情、了解社会、接受教育、增
长才干、提高技能、砥砺品格的重要途
径。如何让“三下乡”活动更扎实有效？
康伟德有很多想法：“提前规划好课题，
这样才能真正帮助到调研对象，同时促
进我们自己的思想水平、个人素质以及
实践能力的提高。要重视团队的力量，
团队合作才能事半功倍。另外，活动的
服务性不能仅仅停留在活动的那几天，
要能够形成一种长期效应，真正实现‘三
下乡’的目标。”

菁菁校园

□李振南

7 月 17 日 是 呼 和 浩 特 市
各小学审核一年级新生报名
材料的日子。由于有谣传称

“材料提交晚了就不收了”，7
月 16 日 晚 ，有 的 小 学 门 外 出
现了家长冒着大雨连夜排队
的 场 景 。 17 日 ，市 四 区 教 育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均 明 确 回 复 ：
小学资料审核的排号先后顺
序不会决定学生入学录取资
格 ，希 望 大 家 关 注 教 育 部 门
发 布 的 幼 升 小 政 策 ，理 智 对
待。

谣 言 在 真 相 面 前 终 究 会
散 去 ，但 是 这 件 事 带 来 的 思
考 却 不 能 停 止 ：究 竟 是 家 长
们太焦虑了？还是优质教学
资源还有点儿少？

孩 子 上 学 是 天 大 的 事
儿 ！ 对 于 很 多 家 长 来 说 ，为
了 能 让 孩 子 上 一 所 好 的 学
校 ，他 们 愿 意 付 出 很 多 。 可
怜天下父母心，在谣言面前，
家长们难以保持冷静实在是
不难理解。要避免类似的情
况 再 次 发 生 ，教 育 部 门 和 学
校 就 应 该 及 时 发 布 通 知 ，用
真相占领阵地。

事实上，辟谣只是治标，
要想让家长们不再为孩子入
学 排 队 ，还 得 从 教 育 均 衡 这
个 根 源 上 入 手 ，才 能 标 本 兼
治。

近年来，为孩子幼升小而
连夜排队的情况在不同城市
时 有 发 生 ，其 深 层 次 原 因 是
教 育 资 源 不 均 衡 、优 质 教 育
资 源 不 足 ，难 以 满 足 人 民 群
众需求所致。纵观此次引发
家 长 排 队 的 几 所 小 学 ，都 是
师资力量和教学水平相对较
好 的 ，也 有 一 些 小 学 并 未 出
现 排 队 现 象 ，这 很 能 说 明 问
题。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
想破局，还需把入学难的“皮
球”从家长们的脚下接过来，
进 一 步 提 升 教 学 质 量 ，促 进
教 育 公 平 ，扩 大 优 质 教 育 资
源 覆 盖 面 ，解 决 好 优 质 学 校

“ 僧 多 粥 少 ”的 问 题 ，这 样 才
能真正缓解家长们的焦虑。

让优质
教育资源
再多些

□见习记者 杨婷

绿茵场上，喝彩声此起彼伏。在呼和
浩特市第四中学，一场搏克大赛正在激烈
进行中。

这是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第一次举办
搏克大赛，很受学生欢迎，64 名初一男生
报名参加了比赛。他们身穿皮质摔跤服，
雄赳赳气昂昂依次出场。裁判的哨声响
起，年轻的搏克手们使出浑身解数试图把
对手摔倒在赛场上。赛场周围，同学们围
坐成一圈，拼命为他们呐喊助威。

这次比赛，让平日里埋头学习的学生
们感受到了青春的激情和拼搏的魅力。一
轮比赛结束，选手们都大声喘着气，有人衣
服已经湿透，额头的汗珠不断滴落下来，却
都兴奋异常。哪怕是面对实力强大的对
手，同学们依旧会拼尽全力，决不放弃。

作为这次活动的承办方，哈萨尔搏克
俱乐部的巴根说：“只要站到赛场上，每个
人都想赢，即使是输了，下次也还想赢，孩
子们的毅力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这是哈
萨尔搏克俱乐部为学生们无偿教授搏克的
第 5 年，目前，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已经在
体育课中加入了搏克课程。

该校综合实践课老师徐福玲说：“我希
望学生们能够通过参加搏克比赛对民族文
化有所了解，让民族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
发扬。搏克进校园，不仅能强身健体，更能
够帮助孩子们在运动中释放压力、磨炼毅
力、提升自信。”

经过几轮的角逐，初一 1 班的申远成
为了本届校园搏克大赛的冠军。与大家想
象中的搏克手不同，申远较为清瘦。在被
问到胜利的秘诀时，他说：“我知道自己在
体格上不如强壮的选手，所以我会压低重
心，趁其不备发起进攻。”胜利的喜悦让这
位少年的脸上洋溢着自信。

小小搏克手

经历

□本报记者 刘志贤

现在已经是内蒙古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内蒙
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院长的周玉树，投身民办教
育的时候还是个小伙子。那时，全国民办教育的
大环境还不热，内蒙古更是如此。凭着一股初生
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和多年高校工作的经验，1993
年，他创办了内蒙古经贸外语学院，第一年招生就
有 6000 多人报名，最终录取了 1000 人。

看到了民办教育领域大有可为，周玉树趁热
打铁，1998 年，又创办了鸿德国际学校，第一年招
生对象为小学生，以后又逐步扩展了初中部、高中
部，学生最多时有 1000 多名。上世纪 90 年代开
始的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扩招，让全国民办教育
尤其是民办高等教育进入了黄金发展期，经济发

达地区的民办高等教育更是发展得如火如荼。经
申请并得到自治区教育厅批准，2004 年，鸿德国
际学校升格为鸿德外事职业学院，成了一所专科
院校。同年，内蒙古民办教育协会由周玉树牵头
成立。协会的成立搭起了民办教育机构与相关政
府部门之间的桥梁，促进了我区民办教育的发
展。2006 年起，我区民办教育也迎来了发展的黄
金期，民办教育机构数量、质量大大提升。也是在
2006 年，为填补我区民办本科院校的空白，自治
区批准筹办内蒙古师范大学鸿德学院、内蒙古大
学创业学院两所独立学院。此后的 3 年内，自治
区又陆续批准创办了六七所民办高职院校。周玉
树清楚地记得，2008 年 5 月 7 日，内蒙古师范大学
鸿德学院顺利通过了教育部的评估验收，于是，5
月 7 日被定为了学院的校庆日。

周玉树感慨地说：“当年我区两所独立学院的

成立，真的要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政策。”
近年来，支持并规范民办教育成为国家和自

治区层面的一项重要决策，民办教育机构享受到
了更多好政策。民办高校每年享受一定比例的政
府补助，学生享受和公办高校学生一样的奖学金、
助学金、补助以及助学贷款等。“在以前，学生欠学
费那是真收不上来。自从有了这些好政策，现在
欠学费的学生很少了。”周玉树笑着说。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上下都在规范民办教
育 机 构 。 周 玉 树 相 信 ，规 范 是 为 了 更 好 的 发
展。他说：“这些年，我区民办教育虽然起步晚，
发展水平较全国还落后一些，但纵向来看，各方
面都得到了大发展。相信再过 10 年，改革开放
50 年时，我区民办教育将形成‘气象万千’的局
面，民办教育机构的认可度、美誉度也必将得到
进一步的提升。”

发展中的民办教育

拍校园

聚焦聚焦

走走，，到农村牧区去到农村牧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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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夏令营

暑假里，北京理
工大学自动化青协的
志愿者们走进内蒙古
航天小学，开展科普
夏令营活动，激发小
学生们的科学兴趣和
创新热情。

吴贞 摄

9教育

展示评比

日前，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蒙古族幼儿园开展科
学领域研讨课成果展示评比活动，以促进教师的专
业化成长，提高保教质量。 孙宇宁 摄

内蒙古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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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牧骑艺术服务团成员为苏尼特右旗朱日

和镇乌兰牧骑队员提供专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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