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浙江海宁袁花镇开设花溪共富餐厅，通过政府补贴和爱心企业赞助等
形式，为不同年龄段、不同类别的老年群体提供优惠用餐服务；目前以“上门送餐+
定点用餐”的服务模式，日均为400 位老人供餐。图为近日袁花镇双丰村的老年活
动中心内，工作人员送来爱心晚饭，免费招待双丰村60周岁以上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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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声回响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与深圳
市相隔800多公里。从酉阳到深圳，是“春蕾
女孩”杨洋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家乡去“大城
市”。第一次坐飞机，她晕机了，耳朵一直
痛，但比生理上的痛苦更强烈的是她内心的
紧张感。“我害怕自己无法融入那个世界，因
为我只是个‘村小鸭’。但是我内心一直有
一个念头，‘村小鸭’难道就不能去到‘金凤
凰’的世界？”她在日记里写下这段话。

同一时间，15名来自甘肃省平凉市静宁
县甘沟中学的“春蕾女孩”也来到了深圳。
一路上，所有孩子都很兴奋，一个孩子告诉
甘沟中学副校长席剑华，“老师，我今年 18
岁，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县城”。

这些“春蕾女孩”之所以来到深圳，是
为了参加春蕾科技素养营地活动。作为中
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于 1989年发起的致力于
改善贫困家庭女童受教育状况的公益项
目，35 年来，“春蕾计划”围绕女童教育、安
全、健康等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关爱帮扶工
作，为 422 万人次困境女童铺就了求学之
路。近年来，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迅速发展的大背
景下，为了帮助农村女童学科技、懂科技、
爱科技、用科技，“春蕾计划”开始实施科技
女孩公益项目。

据了解，自 2021年起，科技女孩公益项
目通过带领“春蕾女孩”学习创新类科技课
程、通识素质课程，在北京、深圳等地举办科
技营地等活动，让9个省份近万人次“春蕾女
孩”从中受益。

在通过春蕾科技素养营地活动走进多
家知名互联网、科技公司前，很多农村孩子
对互联网科技背后的软件工具、编程知识等
内容知之甚少。训练营为她们定制开发了
系列科技素养及互联网职业培养课程，包括
产品策划、交互设计、3D 手办建模、创意营
销洞察等。

“没想到我们能在短短几天内完成一
款APP的选题和页面制作。”在参加完训练
营后，杨洋第一次对进入科技公司工作有

了憧憬。
来自甘沟中学的“春蕾女孩”王爱康过去从没接触过像

素、高低保真图等电脑绘图概念，而现在，她学会了如何在电
脑上制图。

在训练营里，这些来自各地农村的春蕾女孩们开始思考
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来解决现实问题。她们有的创作出了旨
在促进农产品销售的“田园集市”APP，有的人为家乡的特色
农产品设计了 IP卡通形象。

训练营给“春蕾女孩”们打开了一扇窗，在她们心中种下
了科技的种子。来自重庆市酉阳第一中学的邓致敏说：“训练
营打开了我对互联网时代的认知，我一直想成为一名医生，未
来希望能为科技医疗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席剑华表示：“我希望这段经历能够帮助孩子们拓宽视
野，尤其是在填报志愿、选择专业时，让她们对未来拥有更多
想象。”

感慨视野得到拓宽的不仅有学生们，还有来自乡村的
老师们。一位来自甘肃的中学教师表示，过去我自己都没
有见过、接触过这些互联网科技工具，更没有办法去跟孩
子们讲。

据了解，针对教师，训练营还特别策划了创新教育工作坊
等项目，根据老师们多年的教学与工作经验，共同探讨科技强
国背景下青少年科技素养提升实践、青少年个性化的多元需
求等，以期将项目制的学习模式带到更多乡村学校与教学场
景中，惠及更多乡村儿童。

同时，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还于今年启动了春蕾科技女
孩新周期项目。该项目将继续聚焦科学教育、数字教育，为
初高中阶段的“春蕾女孩”定制前沿的设备体验活动、丰富的
科技展览互动以及普惠性的双师课堂等系列内容，开展围绕
前沿科技、文化自信等内容的科技营地项目制学习，不断提
升她们的科技素养与数字技能。

杨洋忘不了，当她和其他“春蕾女孩”第一次站在知名互
联网公司的大楼前那天，有小伙伴说，高楼拔地而起，我是那
样渺小。而现在，她们学会了“在落差中起舞”，始终坚信“我
也有无限的可能”。

（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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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朱凌青

怎样用人工智能来画画和写
作？国产大飞机C919背后有何科
技创新？仿生机器人是怎么设计
出来的？近日，在吉林省东辽县安
石镇第一中心小学校、第二中心小
学校，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
工程师刘延嘉、中国科技馆特邀科
普专家陈晓东教授等人把“流动科
学课”带进了乡村课堂，为乡村学
校的学生们奉上了一场“信息量巨
大、知识点丰富、专业性打底、趣味
性添彩”的“科普盛宴”。

达人授课、科普秀相声、动手
实践课、参观科普大篷车展品、观
看球幕影院……“流动科学课”丰
富的内容让安石镇第二中心小学
校学生刘梓妍直呼大开眼界。第
一次接触到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基
础概念，还沉浸在新奇感里的她
说：“我了解到人工智能可以帮助
我们做很多事情，对未来充满了期
待，以后更要努力学习，去探索更
多关于人工智能的奥秘。”

今年以来，同样的“流动科学
课”也走进了广西、河南、福建、甘
肃等地的多所乡村学校。

在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刘圩镇
中心学校，面对学生们提出的“富
士山火山喷发对中国有什么影响”

“火山泥真的能做面膜吗”等天马

行空的问题，火山地质与第四纪地
质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嘉麒细
致地为他们讲解起地球数以亿年
计的演化过程及中国与世界的地
貌等相关知识。

在河南修武县郇封镇中心小
学，学生们见证了自制飞机飞上校
园上空的神奇场景。

在福建明溪县城关乡坪埠
村，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
研究生、海洋科普博主张宜良用
亲身经历为城关小学的学生们分
享了在大学里学习水产养殖专业
的体验。

在甘肃永靖县太极中学，科普
专家张建涛、王谦等人跟学生们聊
起了宇宙的起源和形成、航天器的
构造和工作原理、自然灾害的形成
原理等“上天入地”的内容……

看到参与“流动科学课”期间
学生们充满好奇的目光和专注的
模样，东辽县安石镇第一中心小学
校副校长裴海霞忍不住感慨：“这
是我们乡村学生没有见过的。”的
确，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地
区仍存在科学教育资源匮乏、科学
教师人员短缺，专业能力参差不齐
等问题。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过程中，如何提升乡村青少年科学
素养是一道“必答题”。

而由中国科技馆、教育部宣传
教育中心联合相关企业共同发起
的 2024“流动科学课”正是这道题

的一种积极解法。据了解，该活动
自今年 2月启动以来，邀请了院士
专家、科普达人跟随全国各地的

“科普大篷车”走进多所乡村学校、
捐赠科普资源包，开展涵盖天文
学、博物学、物理学、地理学、植物
学等多个学科的系列科普活动，旨
在给科学教育基础薄弱地区带去
优质科普资源，助力乡村青少年科
学素养提升。

“‘流动科学课’把优质的科
普资源免费带到广大县域及乡
村地区，弥补了乡村地区科学教
育资源的短缺，让乡村的青少年
也能够享受到优质的科学教育
资源和服务。”河南省科学技术
协会主席吕国范认为，落地该系
列科普活动的核心目的在于在
义务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
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
象力、探索欲。

在甘肃酒泉市，通过“流动
科学课”进一步了解了航天发射
背后的气象奥秘、早期神舟系列
载人航天发射背后的故事等生
动有趣的知识后，从小就对太空
充满了好奇和向往的酒泉市第
七中学五年级学生胡清媛感觉
自己成为航天工程师的梦想更
坚定了。“我希望参与到更深层
次的航天探索中去，为推动人类
对宇宙认知边界付出自己的力
量。”她说。

“流动科学课”走进乡村课堂

□□ 孙梦晨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昱

坐落于凤凰岭下、秋浦河畔，
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高坦中心学
校距离主城区近 50 公里，是一所
地地道道的乡村学校。可就是这
样一所偏僻的乡村学校居然拥有
自己的科技馆。

作为池州全市首家乡村小学
科技馆，这间科技馆占地面积约为
200平方米，由高坦中心学校的三
间功能教室改造而成，共有“机械
王国”“声光体验”“电磁探秘”“运
动旋律”等不同主题不同类型展品
约 50件。科技馆内还建有一间创
客教室，配备了各种先进的科学实
践设备和工具资源包等器材，不小
的规模和齐全的设施在市区学校
也鲜见。

校长王长胜至今对学生们第
一次进入科技馆时的惊呼声难以
忘怀。当时，孩子们都被科技馆里
琳琅满目的科普展品深深吸引，迫
不及待想要上前尝试，但又不知道
该怎么操作。为此，学校为学生们
配备了专职的科学课教师，还吸纳
了一批有创新精神、有科创激情的
青年教师成立科创组，带领着学生
们进入科学的奇妙世界，共同探索
其中奥秘。

在该校 501 班的一节科学课
上，科学老师朱君清发话：“刚刚

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光学的原理，
现在分组去‘光学原理体验’区
域感受一下。”话音刚落，教室里
瞬间像沸腾的锅，哗地一下，孩
子们三三两两讨论着，几个小脑
袋凑在一起，在“光栅动画”“管
中窥豹”等展品前探索科学奥
秘，眼神中充满着对科学知识的
渴望。

“过去上科学课就是学生坐
在教室里，对着书本听老师讲，但
是要问理解了什么，孩子们说不
出个所以然。”王长胜介绍道，“而
现在，在科技馆里上科学课，孩子
们自己探索，把思维打开，大胆地
去想去做，课堂氛围变得完全不
一样。”

据他介绍，现在该校近 600名
学生通过科技馆尽情享受着科学
带来的乐趣，“好玩”“新奇”“喜
欢”“期待”是他们提到学校里的
科技馆时最常用的词。该校的科
技教育活动也从课内延伸到课
外，科创制作、科幻画等课后服务
课程及科学调查体验、科技实践
等活动更是受到了孩子们的强烈

“追捧”，纷纷抢着报名。在探索
未知的好奇心下，孩子们对科学
的理解和认知也在潜移默化中发
生了巨大变化。原本学生们对馆
内展品的操作一窍不通，更不理
解所蕴含的科学知识，而如今，他
们不但对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展

品都熟稔于心，甚至能够解释出
其中的原理。并且在学科学、爱
科学、用科学的理念浸润下，学生
们也不再满足于简单地体验科技
展品，更喜欢一头扎进创客教室，
将自己的想法通过科学实验动手
实现。

科技馆的建成给学生们带来
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而回到最
初，这所乡村学校为何能拥有自
己的科技馆，又如何能在科学教
育这条路上走得风生水起？

据王长胜介绍，该校科技馆的
建成源于“科普安徽”提质行动，安
徽省科学技术协会与高坦中心学
校达成科普教育框架合作协议，挂
点联系、结对共建。此后，安徽省
科学技术协会在设备添置、资源配
送、师资培训、活动策划等方面给
予该校大力支持，去年 12 月更是
送上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将
用于流动科技馆的一套展览设备
交由高坦中心学校固定使用，有了
这套科教“大礼包”，科技馆的建成
可谓顺势而为。

展望乡村学校科学教育的未
来，王长胜感慨道：“在教育‘双减’
中做好科学教育的加法，是我校的
一个有益尝试，这也是一个‘播种’
过程，希望能在孩子年幼的心里种
下科学探索的种子，说不定在未来
的某一刻就能够生根发芽，培养出
更多创新型人才。”

“村小”有了科技馆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雷昱

乔贵青的家位于河北张家口市万全区
孔家庄街道的一处廉租房内。她家虽然干
净整洁但面积较小，卧室摆放了一张床和一
张桌子后，就只剩一条不到半米宽的过道。

“去年我的腰受伤了，自己走不了路，
到哪里都得有人搀着。过道这么窄，两个
人站着根本转不开身。”乔贵青说起家里的
难处。

年事已高加上腰部受伤，乔贵青在家的
安全一直是儿女最担心的问题。特别是洗

澡时，狭小的卫生间内因为没有可以搭把手
的地方，乔贵青每次洗澡都害怕摔倒。在申
请适老化改造后，她的家里有了不少变化：
床边安装了黄色立杆扶手，房屋地面做了防
滑处理，卫生间也装上了淋浴椅。

对于家里的改造，乔贵青很是满意：“受
伤后想给卫生间装个坐便，孩子们不懂也不
会买，你看政府给安装的这个坐便，请专人
上门量身定做，很适合我的身高；我想买个
拐杖，他们就送了拐杖，非常高级，有手电能
照明，夜间出行更方便了。”

据介绍，适老化改造项目指根据老年人

群的身体特点及生活习惯，对卫生间、厨房、
卧室等生活场所以及家具配置、细节保护等
进行一定的调整或改造，以方便老年人的日
常生活，将发生伤害的风险尽量降低。

目前，万全区的适老化改造工程将改造
对象分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对象、建
档立卡脱贫人口三类，只要满足80岁以上高
龄、失能、残疾人三项条件之一，即可由老年
人提出申请，按照“资格审核、第三方上门评
估、改造施工、竣工验收”等步骤实施安装。

万全区民政局工作人员杜月亮介绍
道：“我们针对地面防滑处理、地面高差处

理、安装床边护栏、安装扶手、配置淋浴椅、
配置拐杖、配置防走失装七项内容进行改
造，以省级、市级补贴，区配套的方式配齐
改造费用，致力于提升老人的居家养老生
活条件。”

万全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切实
提升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养老的安全性、便
利性，不断增强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改善特殊困难老年人居家生活照料条件，
2024 年共对万全区 600 户特殊困难老年人
家庭实施居家适老化改造，改善他们的生活
照料条件，提升居家养老生活品质。

河北张家口市万全区：适老化改造“稳”住幸福

乡村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它不仅关系到农村孩子们的未
来，更是推动社会均衡发展和文化传承的关键。在乡村，教育能够
激发孩子们的潜能，培养他们成为有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公民，为
国家的未来播种希望。然而，乡村教育面临着资源匮乏和基础设
施薄弱的双重挑战，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

目前，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仍导致乡村学校设施陈旧、教学材料
匮乏；而师资力量的不足，特别是专业教师的缺乏，限制了教育质
量的提升。此外，乡村地区信息闭塞，难以跟上教育技术的发展步
伐，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乡村教育的发展。

在担任乡村教师的岁月里，我深刻体会到教育的力量。记得
有一次，我带领孩子们走出教室，观察田野里的植物生长，让他们
亲手种植，记录成长过程。这个简单的实践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学
到了生物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们的观察力和责任感。看
着他们眼中闪烁的光芒，我感受到了教育的真正意义。

在学校里，我还特别关注一名叫小华的孩子。因为家庭原因，他
曾一度自卑和沉默。然而，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才艺展示中，他勇敢地
站上了舞台，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乡村的宁静与美丽。那一刻，他赢
得了全场掌声，也赢得了自我认同。小华的变化让我坚信，教育能够
触及每个孩子的心灵，帮助他们找到自信，发现自我价值。

这些生动的案例不断提醒我，乡村教育虽条件有限，但潜力无
限。它能够激发孩子们的潜能，培养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让他们
在面对生活挑战时更加坚韧不拔。显然，教育是乡村孩子们走向
更广阔世界的桥梁。

乡村教育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摇篮。在自然与土地的
亲密接触中，孩子们学会了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乡村教育不仅传
授知识，更注重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培养，让孩子们在探索中成长。同
时，乡村教育在传承本土文化、促进社区和谐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它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根”，增强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自豪感，
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为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和可及性，首先，应当增加对乡村教育的投资，确保学校拥
有足够的教学资源和现代化设施。其次，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
能力。此外，鼓励公私合作，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教育建设。通过这些措施，可以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让乡村孩子享受到更高质量的教育。

教育创新与技术应用也是提升乡村教育的关键。通过远程教育和在线学习平台，
我们可以突破地理限制，为乡村学生提供更广泛的教育资源和学习机会。利用互联网
技术，可以引入高质量的课程内容和互动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此
外，技术还可以帮助教师进行更有效的教学管理和评估，提高教育的整体效率。

乡村教育不仅关乎个体成长，更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面对挑战，我们
应持续关注并改进乡村教育，确保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优质的教育机会。展望
未来，乡村教育的创新应用将为孩子们打开更广阔的天地。

因此，我呼吁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乡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无论是捐赠教育
资源、参与志愿者教学，还是呼吁政策支持，每一份努力都能为乡村孩子带来希望的
光芒。让我们携手行动，共同培育未来的种子，让乡村教育焕发新的活力。

（作者单位：湖北随县澴潭镇第二小学）

乡
村
教
育
亟
需
更
多
关
爱

郭
明
海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孙宗亮

近年来，云南省昭通市将职业技能
培训作为推动高质量就业的关键举措，
围绕产业发展、企业需求和群众期望，坚
持以“技能+就业”为导向，精准实施定向
式、订单式、定制式培训，探索实施异地
培训和“双证”培训，让更多群众成为素
质更高、能力更强的技能型劳动者。

围绕吸纳就业容量大的建筑业、制
造业、家政、物流等领域，昭通市开展就
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
创新培训，探索实施送技到岗、送技到人

的“异地培训”模式，为群众提供更加便
捷的培训服务。

针对部分群众技能弱、务工收入低
的实际情况，昭通市采取“扩中提低”的
方式，靶向施策、精准滴灌，围绕高低压
电工、起重机械操作工、养老护理员、保
育师等市场需求大、就业收入高、成长空
间广的紧缺急需工种，实施职业技能提
升行动和重点群体专项培训；同时，探索

“自主培训+联合培训+项目培训+双证
培训”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为群众提供
更加全面、系统的培训服务，让技能型劳
动者更“吃香”。

云南昭通市

强化技能培训 提高务工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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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全面提升青少年的科学素养，推动教育、科技与人
才发展的深度融合；将科学教育项目和有形资源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等倾斜。当前，农村地区科学教
育仍面临基础设施不足、教学设备不足、师资力量短缺等问题，优质科学教育资源仍是“稀缺品”。如何在教育

“双减”中，补齐农村地区科学教育资源不足的短板，提升农村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让他们在人工智能
时代也不“掉队”？各地政府、学校及多方社会力量正在积极尝试。

□□ 黄丽澄

近年来，广西百色市田阳区积极把
握与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形成“结对帮
扶”契机，依托光明区在“就业项目资金、
技能培训、劳务输出、就业安置”等方面
给予的支持，以“六岗两提高”为举措，打
好“政策+项目+环境+创新”就业组合
拳，引进产业项目，打造帮扶车间，陆续
新增一万多个用工岗位，助力当地群众
实现家门口就业创业。

2023 年田阳区累计建设 39 家就业
帮扶车间，带动 2765 人就业，实现人均
收入 24000元。同时该区还推出“田阳 e
就业”服务平台，采取“一户一关注”“一

周一推送”的服务方式，邀请广西区内外
2000多家企业加入平台，为当地群众提
供就业岗位信息服务。

为进一步巩固就业帮扶成果，田阳区
建立实名制数据库，创新“点对点”送工机
制，构建“村企联建”“适岗试工”“职通车”
等模式，建立“巾帼科技示范基地”，树立

“壮乡果嫂”特色劳务品牌，带动当地百姓
就业创业。2024年以来，田阳区还针对当
地脱贫人口、低保户、特困户、残疾人、离校
未就业毕业生等情况，开发提供3249个乡
村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3249人就业，打
造36个就业见习基地，有效解决了特殊群
体的就业难题。截至2024年5月底，田阳
区共实现农村劳动力就业约16.89万人。

广西百色市田阳区

“结对帮扶”促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