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包头市教育局
对外公布了包头市校外培
训机构“白名单”，全市 117
家培训机构上榜。

今 年 ，包 头 市 通 过 一
系列深入细致的举措开展
校 外 培 训 机 构 专 项 治 理 ，
规范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市
场 ，切 实 减 轻 中 小 学 生 课
外 负 担 。 校 外 培 训 机 构

“白名单”包括从事面向中
小学生开展校外培训且无

不良办学行为的民办非学
历教育培训机构。本次公
布的“白名单”是已在教育
行 政 部 门 取 得 办 学 许 可
证，且 2017 年度年检为合
格 以 上 的 ，经 教 育 行 政 部
门上报确认的校外培训机
构 。“ 白 名 单 ”将 实 施 动 态
管 理 ，期 间 有 违 法 违 规 办
学行为的，一经查实，即从

“白名单”中删除。
（张彩霞）

包头：公布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政策速览

□本报记者 张文强

“阿姨，电动小汽车真好，我还想玩一
遍。”

“好，只要你不违反交通规则，就让你
玩，你能做到吗？”

“我能做到。”
8 月 24 日上午，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祥园社区的儿童交通安全体验馆，孩子们
“驾驶”着儿童电动小汽车，按照地上设置
的交通线路，转了一圈又一圈，开心的表情
洋溢在一张张稚嫩的小脸上。

“我们把每周五设为祥园交通日，组织
辖区内的孩子们参加交通安全体验活动，
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了解交通
法规，增强他们的交通安全意识，家长和孩
子们都很喜欢。”社区党支部书记王喆说，
这个以儿童交通安全体验馆为主要内容的
儿童家园，目前已经成了社区孩子们尤其
是留守儿童的乐园。

早在 2009 年，我区就成立了由自治区文
明办、关工委、教育厅等部门组成的留守流动
儿童专题工作组。之后，自治区又成立了留守
流动儿童家园建设领导小组，自治区妇联更是
把农村牧区留守流动儿童工作作为儿童工作
的一项重要内容，协同其它有关部门单位，采
取积极措施，着力推进关爱留守流动儿童各项
工作的落实。

2011 年 6 月 12 日，全区首个关爱留守流
动儿童家园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天骄社区挂
牌成立。同年，15 个社区或学校被确定为首
批建设示范点，《内蒙古自治区关爱留守流动
儿童家园建设方案》和管理办法下发，关爱留
守流动儿童家园示范创建活动在全区展开。

2013 年，自治区妇联、民政厅、教育厅、财
政厅等 9 部门联合下发《在城乡社区建设儿童
友好家园的意见》；2014 年，自治区多个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农村牧区留守流动儿童关
爱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2015 年，自治区妇
联制定《关爱留守流动儿童家园建设管理暂行
规定》；2016 年，自治区政府出台《关于加强农

村 牧 区 留 守 儿 童 关 爱 保 护 工 作 的 实 施 意
见》⋯⋯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和措施办法的出
台，夯实了儿童家园建设顶层设计。

为推进我区留守流动儿童家园建设工
作，2012 年至 2017 年，自治区先后举办了 6
期留守流动儿童家园建设项目骨干培训班，
重点培训项目所在盟市旗县妇联分管主席
和儿童部工作人员以及儿童家园所在社区
或学校负责人。

截至目前，全区共创建自治区级儿童家
园 94 个，这些儿童家园主要选择在留守流
动儿童集中的社区和学校，配备了电脑、乐
器、图书、科普设备、亲子活动器材和健身设
施等，主要开展心理辅导、亲情沟通、学习娱
乐等活动。

在自治区级儿童家园的引领和带动下，
全区各地儿童家园建设全面铺开。据统计，
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留守流动儿童家园
300 多个，服务儿童 10 万余人，解决了很多
留守流动儿童的学习、课外活动等问题。

呼和浩特市的张莲云热衷公益，长年收

留照料留守儿童，还创办了爱心之家，被人
们亲切地称为“爱心妈妈”。多年来，随着爱
心的传递，爱心之家不断发展壮大，像张莲
云一样的“爱心妈妈”队伍不断扩大。

近年来，自治区有关部门积极组织发动
社会爱心力量，邀请像张莲云一样的爱心人
士和志愿者担任代理家长、爱心妈妈、周末
妈妈，帮助社区留守儿童，充实儿童家园建
设力量。经过不懈努力，目前已初步实现了

“关爱一个孩子，温暖一个家庭，帮扶一批群
众，稳定一方社会”的目标，为留守流动儿童
撑起了一片蓝天。

据了解，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做好儿童
家园建设工作，计划每年至少建设 12 个自
治区级儿童家园，并要求各盟市、旗县继续
做好儿童家园的建设和管理工作，进一步加
强对留守流动儿童的关爱服务。针对服务
需求扩大的实际，将继续探索采用政府购买
服务的方式，促进留守流动儿童家园建设，
扩展服务内容，逐步由单纯服务儿童延伸到
服务监护人。

菁菁校园

□本报记者 刘志贤
实习生 刘玉杰

把自己创作的诗歌写
到卡片上挂在校园的大树
上、来一场与著名本土诗人
间的对话、分组配乐朗读自
己喜欢的诗作⋯⋯日前，内
蒙古大学通识课《现代诗歌
美学与创作》以这一系列有
趣的形式完成了最后一节
课。

《现 代 诗 歌 美 学 与 创
作》是非常受学生们欢迎的
一门通识课，选修的都是各
年级的非文学专业学生，主
讲教师是文学与新闻传播
学院教师赵娜。也许，在很
多人的印象中，作诗很难，
赵娜为什么想到要申请开
设这样一门课呢？赵娜说：

“诗歌并不神秘，它来源于
每个人的生活。有真挚的
生活体验，每一个人都会成
为很好的诗人。我开设这
门课程的目的是想让学生
爱上诗歌，并有诗歌创作的
欲望。”

不错，在这最后一节课
上，60 位学生都交出了自己
的学习成果：综合楼前的树
上，挂上了写满了他们自创
诗歌的卡片，他们欣喜地与
这一棵棵“诗歌树”合影留
念。“星空之下，两双脚印，
相互依偎。带着对自然的
敬畏，却又含着对自然的不
屈 ⋯⋯”“ 今 夜 ，会 有 流 星
雨 ，就 在 北 边 英 仙 座 的 方
向。今夜，我会无眠，就在

这，不见星空的地方⋯⋯”
一首首温暖的小诗被挂在
树上，为校园增添了不少诗
意的气氛。

数学科学学院大三学
生董滢小心翼翼地把自己
的诗歌卡片挂到树上，卡片
是她精心准备的，素雅的卡
片上用丝带绑上了 5 朵黄色
的小花，很文艺。董滢说，
作为一名理科生，她非常喜
欢这些文学类的通识课，她
还 选 修 了《汉 语 民 俗 与 文
化》。她说，每到选课的时
刻，这一类通识课基本都得
抢，可见学生们对其的喜爱
程度，很多没选上课的学生
甚至外校的学生也会来“蹭
课”呢。

自 己 的 课 这 么 受 欢
迎 ，赵 娜 自 然 很 高 兴 ：“ 通
识课更容易发挥每位老师
的 长 处 ，自 然 上 起 课 来 得
心 应 手 ，学 生 也 愿 意 听 。
就 拿《现 代 诗 歌 美 学 与 创
作》课来说吧，这门课没有
固 定 的 教 材 ，所 有 的 课 堂
内 容 、大 纲 等 都 是 我 自 己
制定的，灵活多样、与学生
互 动 多 。 在 这 个 课 堂 上 ，
学 生 的 心 灵 是 打 开 的 ，他
们可以尽情感受、享受，这
可能也是这门课受欢迎的
原因吧。”

在这最后一节课上，伴
随 着 优 美 的 配 乐 ，2015 级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蒙授
社会工作专业的八一同学
跳起了家乡的萨乌尔登舞，
她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
对诗歌的敬意与热爱。

诗意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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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西省人社厅公布
了 26 家单位的 1241 个高校
毕业生就业见习岗位，有见习
意向的高校毕业生可从中挑
选适合自己的职位，参加为期
3个月至 12个月的带薪就业
见习。见习期间，毕业生可按
月领取生活补贴。

据悉，见习期间，所在
见习单位将为毕业生办理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就业
见习活动结束后，见习单位
对高校毕业生考核鉴定，出
具见习证明，作为用人单位
招聘和选用见习高校毕业
生的依据之一。在见习期
间被见习单位正式录（聘）
用的，在该单位的见习期可
作为工龄计算。

（来源《中国教育报》）

山西：大学生见习期被录用可算工龄

简讯

建设留守流动儿童快乐成长的家园建设留守流动儿童快乐成长的家园

来自教育部的消息称，按照实事
求是、积极稳妥、分步实施、自主申请
的原则，从 2019 年秋季学期起，全国
各 省 区 市 分 步 实 施 新 课 程、使 用 新
教材；2022 年秋季开学，全国各省区
市均启动实施新课程新教材。各地
要 加 强 对 新 课 程 实 施 的 领 导 和 管
理，确保开齐国家规定的各类课程，
特别是综合实践活动、技术（含信息
技术和通用技术）、艺术（或音乐、美
术）、体育与健康等课程，并开足规
定的课时。

根 据 安 排 ，高 考 综 合 改 革 试 点
省份，可以于 2019 年秋季学期高一
年 级 起 实 施 新 课 程 、使 用 新 教 材 ；
2018 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省份，
可以于 2019 年或 2020 年秋季学期
高 一 年 级 起 实 施 新 课 程、使 用 新 教
材；2019 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省
份，可以于 2019 年或 2021 年秋季学
期 高 一 年 级 起 实 施 新 课 程、使 用 新
教材；2020 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
省份，可以于 2020 年或 2022 年秋季
学 期 高 一 年 级 起 实 施 新 课 程、使 用
新教材。

据 悉 ，教 育 部 组 织 修 订 并 颁 布
了《普 通 高 中 课 程 方 案 和 语 文 等 学
科 课 程 标 准（2017 年 版）》，目 前 正
在组织编写修订普通高中各学科教
材。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
试、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校内评价
或考试要以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为依
据。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学业水
平考试命题质量保障机制，确保考试
命题方向与课程标准要求一致，学业
水平考试合格性考试的内容和难度要
符合课程标准要求；地方教育行政部
门要指导学校认真实施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完善实施细则，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和选修课程的修习情况应纳入评价
内容，要做到客观真实。

(来源《人民日报》)

全国高中 2019 年秋季起
分步实施新课程使用新教材

沐浴在沐浴在
民族教育的民族教育的阳光阳光下下

聚焦聚焦

□本报记者 刘志贤

今年 76 岁的恩克特布兴精神矍铄、思路清
晰。自 1979 年进入锡林郭勒盟师范学校任物理教
师后，他便与教育结缘，见证了民族教育几十年来
的发展。

恩克特布兴 1964 年考入内蒙古大学物理系，
毕业后被分配到锡林郭勒盟盟委办公室工作。在盟
委工作了 10 多年后，1979 年，盟教育系统缺物理
教师，怀着一颗为民族教育出力的赤诚之心，他申
请当一名老师，进入了锡林郭勒盟师范学校。

选择当一名人民教师，恩克特布兴或多或少
受了三哥恩克吉日嘎拉的影响。三哥 1953 年开始
到明太联合旗教育科任公职教师，负责牧区扫盲
工 作 。 那 个 年 代 ， 牧 区 男 女 老 少 没 有 多 少 识 字
的，教学用书本奇缺，纸张铅笔都是稀罕物。再
加上牧区地域辽阔，牧民居住分散，扫盲工作的
难 度 有 多 大 可 想 而 知 。 就 是 在 这 样 的 艰 苦 环 境
下，三哥从没叫苦叫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恩

克特布兴一直视三哥为榜样，所以一有了机会，
他也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民族教育工作中来。

1981 年 ， 恩 克 特 布 兴 调 入 锡 林 郭 勒 盟 蒙 古
师范学校，当时，学校率先试行三语教学取得成
功。1995 年，他又任锡林郭勒盟蒙古中学党总
支书记，一直到 2003 年退休。退休后，恩克特
布兴也时刻关注着民族教育的点滴变化，他的人
生已经与民族教育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民族教育今非昔比，回头看这种变化清晰可
见。” 恩克特布兴感慨地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后，党的民族政策光芒四射，民族教育蓬勃发展。

“只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
改革开放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我能够为民族教育
事业贡献一份力量，目睹民族教育的巨大发展，感
到自己没有白活，非常知足。”

的确，民族教育的变化让恩克特布兴有理由自
豪。他退休前所在的锡林郭勒盟蒙古中学创建于
1953 年，是锡林郭勒大草原上的第一所蒙古族中
学，如今已成为自治区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现
在，这所中学占地面积 5 万多平方米，各类基础设

施一应俱全。学校还实现了多媒体“班班通”，教
师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常规教学仪器设备达到国
家高级中学一类标准，创新教育教学手段成绩突
出。

“几十年来，内蒙古民族教育快速发展。这一

切的改变，源于党和国家对于民族教育的各项扶持
政策。”恩克特布兴越说越兴奋：“相信在未来，我
们的民族教育还会向新的、更高的目标迈进，为民
族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不竭的人才支
撑。”

经历

锡林郭勒盟蒙古中学的学生在上课

。
（资料图

）

□本报记者 包荭 摄影报道

这个夏季，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明
办主办的 2018 年首届“苏敦娜荷芽·七彩假
日”活动在全区范围开展。除未成年人专场晚
会和“儿童戏剧嘉年华”活动在呼和浩特市集
中举办外，童心向党把歌唱、草原动漫奇妙夜、

“闪闪红星”红色电影展映、“文化勒勒车”走进
老少边贫乡村学校、小小乌兰牧骑、“石榴籽·
心连心”全国千名少年儿童草原行、“欢乐假
期”草原悦读等系列活动在盟市旗县、嘎查社
区举行。70多场儿童剧、3场未成年人专题文
艺晚会、20 多部动漫、40 多部电影⋯⋯陪伴
草原娃度过了一个别样、快乐的夏季。

欢乐草原娃

鄂尔多斯市美德少年新时代好少年夏令营活动。

童心向党把歌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