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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人之本， 在于立德铸
魂。 相关部门开拓新途径、
探索新方法，教育引导青少
年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开始，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立德树人 点亮心中一盏灯
■ 本报记者 张岳

关注““双减””后的素质学科发展②

志愿填报服务
不能做成无良“生意”

高考落幕，被学生和家长视为
“另一场大考 ”的志愿填报随之而
来。 据媒体报道，一些商家把高考
志愿填报当成生意 ， 却不具备相
应服务水平 ， 一些志愿填报师的
“指导 ”不仅没有帮助考生 ，反而
误导了考生。

近年来， 各地高考纷纷改革，
新的专业和录取规则层出不穷 ，
促使高考志愿填报行业兴起 ，一
定程度上适应了学生与家长的需

求。 但火热市场背后乱象丛生：从
线上到线下 ， 咨询服务价格水涨
船高 ， 有的一单高达 10 万元 ；从
业者资质良莠不齐 ，一些所谓 “志
愿填报师 ” 竟是临时招募的社会
人员 ，仅培训一周就上岗 ；一些机
构声称拥有独家信息 ， 实则抄卖
历年高考录取数据 ， 利用信息不
对称虚假宣传 。 不规范的市场与
服务耗费着家长的金钱与精力 ，
如果误导志愿填报耽误考生前

途，则伤害尤大。
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市场尚不

成熟 、相关行业标准尚未建立 、市
场监管没能及时到位 ， 才给了一
些人投机挣快钱 、钻漏洞的机会 。
教育主管部门多次提醒考生 ，目
前没有任何招生考试机构或高校

参与商业公司的高考志愿填报指

导 ， 考生和家长切勿轻信所谓的
机构或“专家”指导。 因此，相关方
面既要严惩虚假宣传 、乱收费 、违
规开展培训服务等行业乱象 ，又
要加快建立行业规范 ， 提高从业
人员门槛 ，让收费标准合理化 、透
明化 ，避免劣币驱逐良币 ，促进行
业稳定发展。

志愿填报之所以能演变成庞

大的生意 ， 与家长推波助澜不无
关系 。 家长都想让孩子的分数利
益最大化 ， 但一些家长不了解或
罔顾孩子想法 ， 盲目追逐所谓热
门专业 ， 最终导致孩子专业学习
不顺、就业困难。 一些家长平时不
关心孩子 ， 缺乏长远的职业生涯
规划意识 ， 直到高考结束才寄希
望于 “花钱填志愿 ”。 无良机构正
是抓住了家长的不理性心理 ，夸
大 “专业能力 ”，鼓吹 “填报秘笈 ”
“捡漏方法 ”，把 “缓解焦虑 ”的服
务，变成了“收割焦虑”的生意。 对
此 ，家长应当意识到 ，不是一味砸
钱就能给孩子好的未来 ， 保持理
性 ，不盲从 ，不依赖 “独家信息 ”等
虚假志愿填报宣传 ， 才不会被忽
悠、被误导。

面对填报志愿这样的 “人生
大事 ”，一些家长哪怕平时研究得
再仔细 ，也难免因为知识差异 、经
验不足而影响效果 。 化解这种焦
虑 ， 不仅需要规范合法的志愿填
报机构提供有偿服务 ， 也需要公
共服务主动 “补位 ”。 志愿填报规
则 、有哪些注意事项 、什么地方容
易出问题 ，教育部门往往最了解 。
一些地方利用大数据技术 ， 推出
公益性的高考志愿填报辅助系

统 ， 为学生和家长提供有价值的
参考意见 。 一些学校采取线上线
下培训 、电视讲座等形式 ，帮助学
生和家长在志愿填报时 “自食其
力”，都是有益尝试。 可见，唯有各
方形成合力 ， 才能让高考志愿填
报服务步入正轨 ， 为更多学生引
好求学路。 执笔：韩小乔

微公益凸显大爱心

■ 本报记者 殷骁

“这次申报了‘一米课堂’项目，
教授宝妈美术、手工等课程，培养她
们发现美、欣赏美的能力。 ”6 月 16
日， 合肥市蜀山经开区蜀麓苑社区
宝妈赋能坊服务队负责人王伟，向
记者介绍服务队项目入围蜀山经开
区第二届第四期“你好，邻里”微公
益创投项目。

王伟从 2013 年开始从事儿童
教育工作 ， 带领团队先后在数十
个社区开展了数百场儿童服务活
动 ，深受居民好评 。 “在为孩子们
服务的同时 ， 我发现有不少宝妈
赋闲在家 ， 她们也希望学习一些
技能 。 ”王伟表示 ，该项目计划开
设 6 期课程 ，每期 4 次课 ，单次服
务 12 人至 15 人。

蜀山经开区内流动人口较
多 ，考验基层治理能力 。 为此 ，该
区自 2020 年底启动 “你好 ，邻里 ”
微公益创投活动 ，用 “微力量 ”撬
动 “大联动 ”，实现社群共治 ，促
进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 满足社区
居民多样化需求 。 两年来 ， 微公
益项目开展得如火如荼 ， 申报内
容包括志愿服务 、 社区教育 、楼
栋自治等 ， 给居民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变化 。

“红色楼栋自治 ”是山湖苑社
区网格员谷习荣牵头的微公益项
目 。 一次 ，她在走访中了解到 ，因
家庭发生变故 ， 原先性格开朗的
香槟小镇小区居民高阿姨深受打
击，竟两年没出家门。 谷习荣就和
其他热心居民多次与她谈心 ，鼓
励她一起参加小区活动 ， 在大家
帮助下 ， 高阿姨逐渐走出人生阴
霾。 在本次微公益创投活动中，高
阿姨也参加了 “党建引领 情满楼
栋 ”项目 。 “没有谷大姐和朋友们
的开导，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也想
尽力帮助更多有困难的邻居。 ”高
阿姨动情地说。

为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和

微公益项目孵化 ， 蜀山经开区通
过政府购买服务引进专业社工 ，
社工以阵地运营 、 服务开展 、入
户拜访等方式挖掘热心居民 ，指
导居民骨干申报项目 。 随着微公
益创投持续深入开展 ， 项目运行
更加成熟 ， 不少项目由居民带动
居民申报 ， 项目团队慢慢壮大 ，
居民自主性不断提高 。 首届微公
益项目申报周期为 6 个月 ， 经专
家评选立项 14 个 。本届项目申报
创新采用滚动式申报 ， 项目每隔
2 个月至 3 个月即可申报 ， 吸引
了更多居民加入 。 “我们的微公
益项目滚动式申报是合肥市首
创 ，大大激发了居民参与热情 。 ”
蜀山经开区社会服务中心负责人
王晨晨告诉记者 。

前不久 ，申报了 “党旗下的红
马甲 ” 微公益项目的蜀麓苑社区
居民余泽凤大妈 ， 看到小区物业
工作人员因制止一名摊贩进小区
摆摊，与对方发生争执。 热心的余
大妈主动上前劝导 ， 并说服摊贩
到小区门外经营。 “劝导不文明行
为 ，怎样达到效果又不伤和气 ，社
区治理学院的老师讲过 ， 我这次
成功运用了 。 ”余大妈高兴地说 。
为指导居民开展微公益项目 ，蜀
麓苑社区治理学院多次开班授
课。 现在，学有所成的余大妈和其
他 30 多名居民， 已成为社区治理
学院的邻里讲师 ， 向更多居民传
授社区治理知识和经验。

“第二届第四期微公益创投 ，
70%的项目负责人是新人，项目种
类也延伸到安全教育类 、 能力假
设类等方面 ， 申报负责人更年轻
化 ， 这意味着微公益创投得到了
居民越来越多的认可和支持。 ”蜀
山区经开区社会事务部工作人员
宁婕告诉记者 ，今后 ，该区将进一
步完善社区社会组织育管机制 ，
建立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平
台 ， 推动社区社会组织工作有阵
地、服务有人才、创新有载体。

扫
码
阅
读

更
多
内
容

近日， 在怀宁县邓稼先生平陈
列馆内， 稼先学校学生聚精会神地
听着讲解员介绍， 无比崇敬地瞻仰
邓稼先生平事迹。 这是一堂别开生
面的思想政治课， 稼先学校每年都
为新入校的学生上一节特殊的思政
课， 让学生在邓稼先生平陈列馆找
到人生方向、定好学习目标、传承稼
先精神。

“我们一定会继承邓稼先爷爷
宝贵的精神财富，请党放心，成才报
国，强国有我。 ”这是学生代表胡果
而在邓稼先生平陈列馆开馆仪式上
发出的铿锵誓言。 稼先学校与邓稼
先生平陈列馆共建红色教育实践基
地，定期开展研学活动，带领学生来
到邓稼先故居、邓稼先生平陈列馆，
感受邓稼先为国奉献、鞠躬尽瘁、身
先士卒的伟大精神。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 “拔节孕
穗期”。 在我省，一批又一批先进模
范人物，如同闪耀的信仰明灯，构筑
起新时代的“道德灯塔”，成为学生
心中的楷模、学习的榜样。立德树人
需要榜样的力量，感染学生、触动心
灵的过程，就是培根铸魂、立德树人
的过程。

用好榜样“活教材”，办好育人
思政课。我省充分发挥英模人物多、
好人名家广的优势，从时代楷模、最
美人物、模范好人、劳模工匠、文化
名家中精心挑选榜样人物。“我省持
续组织时代楷模、劳动模范、工匠大
师、 青年榜样、 道德模范与身边好
人、文化名家等走进大中小学，为学
生讲述革命战争故事、 建设发展故
事、改革开放故事、科研报国故事、
创新创业故事、教书育人故事、青春
奋斗故事等， 教育引导学生把学习
奋斗的具体目标同民族复兴的伟大
目标结合起来。”省委宣传部思政处
相关负责人说。

在“青年榜样”进校园活动中，
学校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入场，近
千名学生在国旗下庄严宣誓，誓言
铿锵有力、直抵灵魂。 “劳动模范工
匠大师 ”进校园活动中 ，聘请劳模
工匠担任校外专业导师，举行拜师
仪式 ， 学生代表集体诵读 “谢师
词”， 以表达学习和传承劳模精神
的决心。

精神历久弥新，榜样激发力量。
“从榜样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在学习
生活实践中锤炼品格， 在火热的青
春中放飞人生梦想， 我们将以永不
自满、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与时代
共同成长，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
安徽中医药大学学生张雅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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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肥万慈小学校长王玲
玲看来，思政课要厚植爱国主义
情怀 ，引导学生把爱国情 、强国
志融入报国行的自觉奋斗中。

6 月 1 日下午 ，万慈小学少
先队大队二 （9） 中队全体成员
乘车来到渡江战役纪念馆 ，46
位队员戴着鲜艳的红领巾 ，在
领誓人张子芃的带领下庄严宣
誓： 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参观结束后 ， 队员们还用记号
笔在横幅上签字 ， 填写学习卡
等。 “通过这次活动， 我们走近
英雄、 触摸历史、 心怀感恩，革
命先烈抛头颅 、 洒热血为我们
创造美好生活， 现在 ‘接力棒’
传到我们这一代手里 ， 我们一
定不负先烈 ， 争做新时代好队
员。 ”该校少先队员任宇贤说。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
科书 。 万慈小学少先队大队通
过寻访红色足迹 、 主题征文演
讲 、红色电影展播 、绘画歌唱展
示等活动 ，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
共产党故事 ， 让少年儿童在看
得见 、 摸得着的新变化中坚定
理想信念 。 万慈小学还组织少
先队员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 、
安徽名人馆 、 安徽创新馆等场
所 ， 开展研学旅行和综合实践
体验 ， 实现红色资源与思政教
育的有效衔接。

据了解，我省少先队不断深
化思想政治引领 ， 坚持以常态
化开展 “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主
题实践活动为牵引， 通过队会、
队日 、 少先队活动课和红领巾
广播 、校园宣传等方式 ，着力讲
好党的故事 、革命的故事 、英雄
的故事 ， 用红色事迹帮助广大
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

红色文化肇始于血与火的
战争岁月，淬炼于奋发图强的建
设年代，发展于赶超争先的改革
时期。 “我省各级少先队组织先
后开展‘红领巾相约中国梦’‘红
领巾心向党’ 等系列主题活动，
教育引领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
和星星火炬照耀下，珍惜美好时
代 、认知强国使命 、奋发学习成
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时刻准备着。 ”团省委少
年部部长李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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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7 日下午 ， 淮北市黎苑
小学举办诚信主题教育表演剧展
演活动 ，《手捧空花盆的孩子 》《完
璧归赵 》《小老鼠与大狮子 》《九色
鹿 》等节目依次上演 ，小小舞台上
好戏连台。 学生们从经典故事、身
边故事中汲取创作灵感 ， 穿上服
装 、摆上道具 ，通过惟妙惟肖的表
演 、幽默风趣的台词 ，将经典诚信
故事 、 现代诚信话题直观地展现
出来 ，诠释着对 “诚信 ”的理解和
感悟。

诚信是安身立命之本 ， 需要
一生去践行 。 “我们以 ‘塑诚信教
师 ，育诚信学生 ，创诚信校园 ’为
工作重点 ， 开展不同形式的师生
诚信学习 、宣传 、实践活动 ，全方
位营造诚信校园建设氛围。 ”黎苑
小学德育副校长苏文芳说 。 作为
全国文明校园 ， 该校利用文化长
廊 、橱窗展板 、电子屏幕 、升旗仪
式等 ，广泛宣传诚信故事 、名言警
句等 ，举行诚信演讲 、讲故事 、表
演剧 、手抄报 、征文 、主题图案设
计 、诚信体育比赛等评比活动 ，营
造 “讲诚信 、践诚信 ”的校园文明
风尚。

肥西县柿树岗乡中心学校积
极推动 “非遗传承进校园 ”活动 ，
学校将非遗项目莲湘舞引入课
堂 ， 并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融入
现代文化元素 ， 创新编排出了莲
湘舞和莲湘韵律操 ， 让学生们在
运动中感受民间传统技艺的魅
力 ，促进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
在阜阳师范大学举办的 “文化名
家暨非遗进校园 ”活动中 ，黄梅戏
表演艺术家 、中国戏剧 “梅花奖 ”
获得者韩再芬等艺术家们以精湛
技艺和饱满热情 ， 为广大师生呈
现了一场高品质的视觉盛宴 ，现
场掌声雷动。

变舞台为讲台 ， 变剧本为课
本 ， 变主持为主讲 ， 以文化人的
艺术思政课浸润万千心灵 。 “艺
术思政课充分发挥文化育人的重
要作用 ， 通过省书协 、 美协 、摄
协 、音协 、舞协 、曲协等文艺小分
队的现场辅导 ， 徽州木雕 、 徽州
砖雕 、阜阳剪纸 、宣笔 、歙砚等非
遗传承人的技艺传授 ， 戏曲 、歌
舞 、 曲艺 、 杂技名家与师生的联
袂演出 ， 引导青少年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 ， 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 ， 保护和发扬非物
质文化遗产 ， 增强做中国人的志
气 、骨气 、底气 。 ”省委宣传部思
政处相关负责人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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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万慈小学少先队大队二((99))
中队在渡江战役纪念馆参观。。

本报通讯员 张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