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 072022年1月27日 星期四
责编 董立晓 美编 吴燕妮

>>三队一课<<
专业服务促提升

　　“三队一课”，指的是建设以班主
任为主的家庭教育指导骨干队伍、以
山东省首批家庭教育名师和家校协同
名校长培养人选为依托的专业师资队
伍、家庭教育志愿服务队伍，开发家庭
教育系列课程。
　　新区建设以班主任为主的家庭教
育指导骨干队伍，加大家庭教育指导
教师专业化培养力度，2020年11月，新
区组织选拔30位骨干教师到湖南大学
进行家庭教育专题培训。同时，建设
以山东省首批家庭教育名师和家校协
同名校长培养人选为依托的专业师资
队伍，开展“百名专家进校园”活动近
千场。此外，还建设新区家庭教育志
愿服务队伍，制定《新区乡村家庭教育
质量提升行动计划》，实现城乡家庭教
育资源共享。
　　在此基础上，新区大力开发家庭
教育系列课程。在近三年市教育局组
织的家庭教育指导精品校（园）本课程
中，新区有8所学校的家庭教育课程被
评为精品课程并向全市推广，共有两
位老师获青岛市家庭教育指导优质课
一等奖，6位老师获二等奖。

>>三主一站<<
家长学校常态化

　　在新区，“三主一站”家长学校办
学模式的创建，充分发挥出学校在家
庭教育中的作用，有助于强化家长家
庭教育主体责任，提高家长家庭教育
水平，推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
教育的有效衔接，促进广大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三主一站’模式是以班级为主
要教学单位，以班主任为主讲教师，以
班级授课为主要教学形式，以家庭教
育服务站为有效依托。新区家长学校
以班级为单位的家长授课每月一次，
引导家长树立终身学习理念，促进家
长自我提升，与新区妇联携手拓宽家
庭教育新途径。”新区教育和体育局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2021年5月16日至17日，新区组织

“从心出发”青岛第一届家庭教育公益
论坛，邀请杨澜、于西蔓、罗静等专家，
为新区家长带来“做智慧父母，陪孩子
成长”的专题讲座。与新区妇联共同
开发“周四有约”微信课堂系列课程，
邀请教育专家、优秀教师在每周四为
家长解难答疑，实现家庭教育常态化
高质量发展。

>>三进共融<<
家校协同成体系

　　教师进家庭，家长进校园，服务站
进社区，新区构建起“三进共融”的家
校协同体系。
　　教师进家庭，让教育融入家庭。在
全区中小学开展“万名教师访万家”活
动，万名教师利用课余、节假日走访10万
学生家庭，做到“三个100%”（即100%的
校长参与、100%的教师参与、访遍100%
的“九必访家庭”），增强家校育人合力。
　　家长进校园，让家长融入学校。
健全三级家委会体系，探索成立以学
区、集团为单位的家委会，通过“三长”
见面会、学校开放日等系列活动，让家
长融入学校，感受新区发展带给教育
的变化，唤醒家长主动学习的动力。
　　服务站进社区，让家教融入社区。
新区在家庭教育服务站建设上，做到了
五个“有”：有统一标准的管理、有切实
具体的内容、有可操作的方法、有清晰
可见的工作细则、有善研究会指导的队
伍，形成了以“育子经验、心理健康、读
书指导、社会实践”为主要内容的综合
指导服务体系。开展“百名优秀家长进
社区”活动，为社区群众解决育子困惑、
心理疑问、入学之需等诸多问题。

家校融合共谱教育新篇
新区通过“三队一课”“三主一站”等模式，推动家庭教育水平持续提升

 　□本报记者 丁一

　　自2019年以来，西海岸新区深入贯彻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指示，充分发挥学校在
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三队一课”“三主一站”“三进共融”等具有新区特色的家庭教育模式，新区家
庭教育水平持续提升。目前，新区已创建青岛市示范家长学校42所，青岛市示范中小学幼儿园30所，青岛市
优秀家庭教育服务站30所。新区实验初级中学等3所学校被评为山东省家庭教育示范基地，新区教育和体育
局被评为山东省家庭教育实验基地。

　　□本报记者 丁一

　　学生资助是一项重要的保民生、
暖民心工程，事关乡村振兴、社会公
平，是确保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2021
年，新区教育和体育局稳步落实各项
资助政策，建立健全从学前教育到高
等教育阶段完整地学生资助体系，有
效保证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教育
的权利。
　　2021年伊始，全区家访活动启动，
将脱贫户享受政策学生列入重点关注
人群。各校由校级干部带头，宣讲教
育资助政策，在活动中，创新性建立一
对一关爱联系人制度，通过关爱联系
人为学生解答教育扶贫政策或疑问，
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生活补
助发放，新区标准高于国家标准，2021
年为955人次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发
放生活补助共130.95万元。”新区教育
和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区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各项资助政策，目
前已建立健全国家助（奖）学金和生源
地国家助学贷款为主的包括助、奖、
贷、补、免和“绿色通道”、社会捐助等
在内的完整资助体系，涵盖了从幼儿

园、义务教育、普高（中职）到大学的各
学段。
　　以助学金为例，据统计，2021年为
学前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儿童3211人次，
发放助学金319.67万元；义务教育阶
段，为5357名家庭经济困难非寄宿学生
发放生活补助金146.7375万元，为612
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发放生活补
助金37.6625万元；高中（中职）阶段，
2021年为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中学
生6436人次，发放助学金648万元，为家
庭经济困难的中等职业学校学生2241
人次，发放助学金224.1万元。
　　在免学费方面，学前教育免保教
费，2021年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建档立
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幼儿102人次发放免
保教费补助18.24万元；普通高中免学
费，为家庭经济困难普通高中学生391
人次，拨付免学费补助31.28万元；民办
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为民办中等职
业学校的学生13192人次，拨付免学费
补助1055.36万元。
　　为帮助家庭困难学生圆大学梦，
新区教育和体育局将生源地国家助学
贷款和寒窗基金工作作为大事要事来
抓，及时开辟绿色通道。“在工作中，我
们注重抓重点时段和重点环节，认真

做好生源地助学贷款贷前、贷中、贷后
管理工作。切实做到应贷尽贷，简化
程序，防范风险。”据新区教育和体育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新区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
金额为本专科生每人每年12000元，硕
博研究生每人每年16000元。2021年办
理大学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518笔，
发放贷款金额533.14万元。为61名参
加2021年春季、夏季普通高考，被普通
高校本科录取的家庭经济困难的青岛
市应届高中毕业生发放寒窗基金18.3
万元。
　　为确保资助过程公开、公平、公
正，确保资助金直接发放至学生手中，
新区持续强化监督力度，抓好各学段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资格审查工
作，对每项资金的发放情况进行随机
抽查、专项检查、追踪调查，通过查阅
票据、走访师生和群众，及时总结纠
正，发挥最大助学效益。

精准资助传递教育温度
区教体局建立健全各学段学生资助体系，有效保证困难学生接受教育权利

　　□记者 丁一 报道
　　本报讯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切实提高校园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应急处置能力，根据市、区疫
情防控相关要求，区教育和体育局
分批次进行校园疫情防控应急处置
演练，近日，第一批实景演练在新区
衡山路小学开展。
　　据了解，本次演练以校园内发
现一列密切接触者为脚本，共设置
应急指挥体系、流调和人员转运、全
员核酸检测三个场景，涵盖了从发
现密切接触者到全员核酸检测的全
部流程。演练中，所有人员都能聚
焦实战，迅速进入实战状态。各参
演和观演单位在此次演练中熟悉了
疫情应急处置流程，检验了工作，锻
炼了队伍，筑牢校园疫情防控防线
的关键环节。

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教育短波

　　□记者 丁一 报道
　　本报讯 日前，省教育厅、省工
信厅公布了首批山东省现代产业学
院建设名单，全省27所高校的30个
产业学院入围。驻区高校中，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山东科技大学、青
岛理工大学、青岛黄海学院等4所高
校的6个学院入选。其中，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山东科技大学两所高
校均有两所现代产业学院在本次公
示名单中。
　　据悉，现代产业学院旨在培养
适应和引领现代产业发展的高素质
应用型人才、复合型人才、创新型人
才，推动新工科建设走向深入，推动
新工科与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融
合发展。驻青高校入选的学院在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专业建设质
量、校企联合开发课程等方面做出
有益尝试，紧密围绕青岛重点发展
产业，实现联合育人的“叠加”效果。

　　□记者 丁一
　　通讯员 徐展 报道
　　本报讯 近日，山东科技大学
与青岛华大基因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共建“山东科技大学生物
制药现代产业学院”。
　　签约仪式上，山东科技大学副
校长曾庆田表示校企双方各自有较
强的科研优势，双方应加强合作，共
同促进相关专业人才培养。青岛华
大基因研究院执行院长范广益则表
示，希望通过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
署，与学校在人才培养、科技研发、成
果转化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交流与
合作。
　　据悉，学校与企业将共享研发
平台，联合开展人才培养。企业参
与教学环节，将在实践中积累的经
验教授给学生；学校会将科研成果
优先在企业进行转化，同时双方还
将联合申报省部级科研平台、重大
科研项目等。

校企签署合作协议
助力生物制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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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区高校6个学院
入选全省首批现代
产业学院建设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