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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沙小学立德树人结硕果，获三项“国字号”荣誉

“禾雀”养正 成就雀“悦”人生
禾雀花，形如禾雀，啸聚于绿蔓青藤，盛开者如展翅欲飞，含苞

者如雏鸟待哺。每到禾雀花盛开之时，江门市紫沙小学校内的禾
雀花长廊上，天真活泼的孩子们撒欢于花下，听那禾雀密语，禁不
住童心雀跃……

紫沙小学作为百年老校，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历来以诗书育
人、文化润人、思想化人而闻名。紫沙小学以党建为航，以红色文化
为引擎，践行“禾雀养正 雀悦人生”的办学理念，让学生也像禾雀花
一样，活泼灵动、阳光自信，成长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五品少
年”。

在全面落实“双减”、推进素质教育的进程中，紫沙小学硕果累
累。2021年，该校一口气获得三项“国字号”荣誉：被评为全国“诗
教示范学校”“全国足球特色学校”“全国巾帼文明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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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发积霜织日月,粉笔无言写春秋。“春风化
雨，静待花开”是紫沙小学的教风，教师教育学生
时，如轻风吹拂心灵，如细雨滋润灵魂，让“禾雀
花”日益茁壮、活泼灵动。2021年3月，该校语文
科组荣获“全国巾帼文明岗”殊荣。

该校副校长林月娥感慨地说：“妇女能顶半
边天！紫沙小学语文科组是一个充满朝气、有创
新意识和奉献精神的优秀集体。她们爱岗敬业，
锐意进取，敢于亮剑，在教育教学中创造了一流

业绩。”
该校教导处副主任、语文老师容少敏说：“我

校是四邑农民运动办事处的旧址，语文科组全体
女教师赓续红色血脉，以李冠南等革命先辈为榜
样，积极弘扬奉献精神，努力做新时代的奋斗
者。在班队活动中，我也充分利用学校的红色资
源优势，教育学生爱党爱国，立志成长为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结合蓬江区教育“一评三立”教育综合改革，

语文科组积极开展高效课堂模式“5步教学法”的
教学实践。在近日举行的蓬江区小学语文青年
教师说播课比赛上，该校青年教师王秋燕荣获二
等奖。王秋燕紧扣核心素养，遵循儿童的认知规
律，活用教材二年级上册《狐假虎威》，实施角色
教学，通过学习任务群让学生习得方法并迁移运
用，逐步解锁“悦读”密码。

王秋燕十分感恩：“语文科组开展了‘青蓝工
程’帮扶活动，组成多个学习研究的共同体，无论

是教学还是教研，大家出谋划策、倾囊相授。很感
恩，我的背后有学校强大智囊团的支持和帮助!”

近年来，这所百年老校涌现出了区级的“创
新教育人才”“蓬江教育人才”“最美教师”“最美
班主任”，以及区级名师、名班主任、学科带头
人等优秀教师楷模，一大批语文科组女教
师在各类教育教学技能竞赛中获得
佳绩，课题还在国、省、市等立项，论
文在各大刊物发表和获奖。

走进紫沙小学的校园，每一面墙、每一根柱
子、每个教室的窗户和墙壁，都配上诗词歌赋、国
学经典知识，让学生抬头可见、举目可读。校园
散发出诗文馨香，学生成长为温润如玉的谦谦君
子、婷婷淑女。

多年来，紫沙小学以诗词教学为切入点，开
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全力推进校园诗词
文化建设。2021年被评为全国“诗教示范学校”
和广东省首批“艺术特色学校”，提升办学品位，
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

积极搭建发展平台，打造“诗化”团队。该校
教导处副主任张莉说：“有好课堂，才有好教育；
有好教师，才有好课堂。学校着力提升教师的传
统文化修养，打造了一支诗词教学队伍，邀请了
诗词专家进校指导，也组织了骨干教师外出进修
有关诗词教学的课程。”

以“诗教”促德育，丰富活动内涵。学生学习
诗文需要做到“五个一”：每周背一首诗词，每周
上交一幅硬笔诗词作品，每月一次古诗配画自由
创作，每学期办一份诗词手抄报，每学期举行一

次诗歌诵读会。另外，一年一度的“禾雀竞芳”书
香节，通过开展“古诗文考级”，评选经典诵读“班
级之星”和“校园明星”等一系列活动，让每一位
学生“爱读”“能讲”“会诵”“善写”，切实提升素
养。

2000年成立的禾雀花诗社，也成了学校开展
诗教的抓手。禾雀花诗社负责人苏惠玲介绍，该
诗社经常举办诗歌吟诵、诗词创作交流等活动，
让学生通过读背、吟诵、欣赏古诗文，在潜移默化
中受到真善美的熏陶。禾雀花诗社2022年代表

蓬江区参加江门市新诗会比赛
获得一等奖的好成绩。

五（1）班学生莫锦鹏是禾雀
花诗社的骨干成员，他说：“我很喜
欢学习诗词，写作文的时候也喜欢引
用诗词。我最喜欢的诗人是李白，他的
诗豪迈奔放、意境奇妙，让我十分向往。在
参加诗社活动、学习诗词的过程中，我感觉自己
也变得自信沉稳多了。”

“同学们，你们猜猜，本届世界杯哪支
球队会夺冠？”12月13日下午，在六（2）班
的教室里，总务主任、体育老师骆明礼为同
学们上了一节别开生面的世界杯主题班会
课，通过观看视频、球迷竞猜、了解世界杯
里的中国元素等环节，一起体验永不言败
的体育精神。

谈及开展世界杯主题班会的用意，骆
明礼说：“开展足球运动的意义，绝不仅仅
在于体力对抗带来的快感，更重要的是学
习足球运动的内在精神，比如团队协作、意
志品质、奉献精神，以及抗挫折能力等。”

近年来，学校大力开展校园足球工程，
形成“以球促德，以球增智，以球健体，以球
审美”的工作思路，让足球文化植根校园。
去年，该校被评为“全国足球特色学校”。

六（2）班的“足球小将”钟子诚已经与
足球结缘4年，他说：“我们学校每年都开展
班级足球竞赛，每班都组建一支足球队，有
专属的球衣、队名和口号。校长、老师还会
下场跟我们一起比赛，大家一起踢足球，这
种氛围真好！”

此外，学校还成立了足球兴趣社团，吸
纳了一大批有兴趣的学生参与足

球课余训练活动，参加学生数
达60%；成立男、女足球队
各两支，切实保证每周五
次以上的训练量；学校
还利用体育活动时间增
加足球运动的比例，让
所有学生感受足球运
动的魅力。

诗教立德，足球健
体，在党的阳光雨露的
沐浴下，“禾雀花”们昂

扬向上，紧密团结、振翅飞
翔。紫沙小学校长陈炎光倾

吐满满育人情怀：“希望每一位
紫沙学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像校园里的禾雀花一样，有阳光自信、昂扬
向上的心理素质和个性品质，更希望学生
们幸福快乐，在紫沙校园开出灿烂的花！”

春风化雨 童心雀跃

诗教立德“禾雀”竞芳

以球健体 逐梦未来

学校全力推进校园诗词文化建设学校全力推进校园诗词文化建设。。

学校每年开展班学校每年开展班
级足球竞赛级足球竞赛，，形成了浓形成了浓
郁的校园足球氛围郁的校园足球氛围。。

▲学校
践行“禾雀
养 正 雀 悦
人生”的办
学理念，希
望学生阳光
自信、昂扬
向上。

江海恩平深化东西部协作，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携手绘新景 同心谋振兴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加快区域平衡
发展，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
济布局正逢其时、恰到好处，框架协议提出的构
建“江海总部+恩平基地”“江海研发+恩平生产”
产业协同发展体系，是实现区域平衡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的题中之义。

“江海与恩平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推动两地特
色产业聚集，共同促进区域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和产
业布局优化，驶入产业发展‘快车道’。”江海区发改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江海区将大力推动大型产业集
聚区东组团建设，建立与恩平市特色园区联动合作
机制，共同培育区域龙头企业和配套产业链，促进
区域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和产业布局优化。

借此契机，江海区将有限资源用在刀刃上，

与恩平合作共建高新电子信息产业港项目，进一
步推动两地产业协同发展。该项目是江海区首创
的区域平衡发展投资收益项目，通过恩平市财政
资金投入，高新区资产公司管理运营，收益优先用
于推进与江海区结对的恩平市22条经济薄弱村发
展，实现互惠共赢。

据了解，高新电子信息产业港是江海区筹建
大湾区应急物资储备中心的启动区，是加速形成

“五维一体”安全应急产业发展格局的重要一
环。目前，多家安全应急生产企业已经进驻该产
业港，其项目招商率已达80%。

“江海区工业经济实力强劲，恩平市这方面
亟须增强‘造血’功能，共同推进高新电子信息产
业港，有利于加强两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

恩平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围绕区域平衡发展和安全应急产业，两地同

心同向，把江海优越的区位条件、雄厚的产业基
础和恩平多样的自然生态资源、丰富优质的淡水
资源优势结合起来，谋划推动江海恩平两地水安
全应急产业合作发展。

今年5月以来，江海区领导多次带队赴恩平
开展应急管理学院户外培训基地选址可行性专
题调研，共同谋划在恩平青南角水库策划建设户
外应急培训基地。“在培训基地选址建立过程中，
我们借助北师大、国科大、中大等重点院校的科
研力量提供技术支持，实现成果转化。”江海区发
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亟须筑牢科技基础，

高新区（江海区）依托国家高新区以
及六大国家级创新平台优势，促
进两地产学研融合发展，推
动江门大健康研究院深化
恩平簕菜等药食两用植
物产业开发。据悉，今
年以来3家江海企业
在恩平投资建厂。
其中，江门市富状
元科技有限公司在
恩平创办的子公
司于今年6月成功
进入国家科技型中
小企业库。

今年6月，恩平市委党校组织2022年
新任职市管科级干部培训班到高新区（江海
区）开展教学活动。参训学员走进高新区创
智城等地，深入了解项目成果和产品成果，
并与园区入孵企业负责人进行交流。“这是
一次难得的相互交流、学习的机会，让我们
亲身感受到近几年高新区（江海区）的巨大
变化和发展潜力。”一名参训学员说。

除了互访交流，江海、恩平两地还在人
才协作机制上“下功夫”。今年11月，江海
区人社局与恩平市人社局签订《江海—恩平
人社领域区域平衡发展合作框架协议》，建
立人社领域对口协作机制，这意味着两地区
域协调发展工作进入规范化轨道。

人才是发展之要、竞争之本。这一年
来，两地采取双向挂职、两地培训和组团式
支教支医等方式，通过党政机关互派优秀干

部挂职锻炼，选派基层干部观摩学
习、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培养经

济发展“行家能手”。
截至目前，江海、恩

平已互相选派8名优秀
干部全脱产跟班学
习。刘文强便是其中
一员。从江海区农
水局来到恩平市水
利局担任副局长
后，刘文强积极开
展调查研究，主动
协助恩平市兴修水
利工程、保障农田灌
溉用水。“这次挂职
锻炼是一次‘实战’，

我要尽我所能，拼尽全
力。”刘文强说。

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
础。今年以来，江海区动作频

频，组织多名优秀骨干教师到恩平
支教，推动江海景贤小学与恩平学校成为

“姊妹学校”，选定恩平飞鹅塘小学加入景贤
小学教育集团。

此外，两地还签署政务服务结对合作备
忘录，在高新区综合服务中心、恩平市行政
服务中心开设“跨域通办”综合窗口，在608
项高频事项“市内通办”基础上，进一步拓宽
服务范围，不断提升便民服务水平。

千钧将一羽，轻重在平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

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
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自今年3月江海区与恩平市签署《推动江门东西部区域平衡发展合作框
架协议》以来，两地步履不停，在结对合作、科技交流、产业协同、乡村振兴、文
旅合作、人才协作、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深化东西部协作，构建区域经济发展
新格局，共同探索一条造血帮扶、双向互动、合作共赢的区域平衡发展新路子。

“我们将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建立系统的平衡发
展政策，充分释放西部发展潜力，脚踏实地、久久为功，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江海区发改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文/图 何榕 陈婵 李文俊 张曦雯（除署名外）

外海街道着力发动“以购代捐”，推动牛江濑
粉和外海面强强联合，共同提升品牌形象；礼乐
街道支持大槐镇7条帮扶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
服务建设，因地制宜支持佛良村、石坳村实施农
产品种植项目；江南街道就基础建设、环境提升、
社区治理、产业项目合作等方面与圣堂镇达成协
作共识……今年以来，江海、恩平两地实施“三结
对”，围绕产业发展、乡村治理、民生保障等方面
开展东西部协作，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其中，消费协作一头牵着群众，一头连着市

场，是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今年以来，江海
区通过以购代捐，消费助农、爱心采购等一系列消
费帮扶行动，帮助恩平市农民实现稳增收。

受疫情因素影响，恩平部分地区今年出现
马铃薯滞销的情况。了解相关情况后，江海区
立即印发《落实消费帮扶行动的倡议书》，发动
江海机关单位、企业、爱心人士等助力恩平农户
的滞销马铃薯销售。江门市高新技术工业园有
限公司及其员工在一天之内帮扶消费滞销马铃
薯270多公斤，成为两地消费协作的深情写照。

此外，江海区积极倡议各机关、学校食堂、
工会及配餐公司，通过“832平台”“智慧云扶贫
特色馆”等多种渠道，采购恩平的特色农产品。

“未来，我们还将引导辖区养殖企业到恩平市考
察投资，谋求数字化养殖、预制菜加工厂建设等
合作机会，推动融合发展。”江海区农水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念好“农”字经，打好旅游牌，可以激活乡村
振兴一池春水。眼下的江海区，各大商圈、工业
园区拔地而起，“万里碧道”城央绿廊绕行其中，

都市生态农业“后花园”美景
如画。而在恩平，冯如故里人杰地
灵，温泉生态示范带串珠成链，田园风光
美不胜收。

江海恩平两地牵手，资源互补，文旅产业发
展大有可期。目前，江海区正计划整合两地文
旅资源，与恩平市共同举办旅游推介会，加强两
地旅游项目推广，积极宣传礼乐巨峰葡萄、恩平
簕菜等特色产品，打造“江海—恩平美丽乡村生
态体验”旅游路线。

驶入产业发展“快车道”特色产业聚集

→江海恩平共同谋划建设户外应急培训基地。图为规划图。

培养经济发展
“行家能手”

深化人才协作

高新电子信息高新电子信息
产业港产业港。。 邱昱邱昱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