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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许愿 王自晔） 近日，常
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格桑花开”筑
梦团赴拉萨，进行为期一周的“民族
团结 青春聚力”暑期社会实践专项
活动。

本次活动由共青团江苏省委高校
部、共青团拉萨市委及拉萨市青年志
愿者协会联合举办，旨在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深刻理解对口支援西藏的
重大意义。经过严格选拔，该校机械
工程学院“格桑花开”筑梦团成功入选
15支重点实践团队之一。

活动期间，筑梦团成员们走进西
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青少年主
题展馆、林周农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通过实地调研和参观，深刻感受到在
党的治藏方略下，拉萨发生的翻天覆

地的变化，深切体会江苏与拉萨之间
深厚的“山海情”。

在拉萨第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筑梦团成员们化身“职业导师”，通过
同上一堂思政课、同演一台红色话剧
等形式，将党的二十大精神传递给藏
族学生，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成员
们开设职业规划课、科普课和科技课，
让藏族学生拓宽视野，增强自我认知，
激发对未来职业的憧憬。此外，筑梦
团还组织了民族团结运动会、急救知
识普及等活动，让两地学子在互动中
增进友谊，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大家表示，将继续以实际
行动当好民族团结的“示范员”，引导
和激励更多青年投身到民族团结的伟
大事业中，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常机电学子赴拉萨开展暑期社会实践

本报讯（许愿 施怡） 8月23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 2024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接受申请
项目评审结果。常州工学院共获批立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8 项。其
中，面上项目5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13 项，获资助直接经费合计 635 万
元，项目立项数和资助经费连续三年
位于省内同类高校前列。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国家推动

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是我
国基础研究领域最高层次的基金。
近年来，常州工学院高度重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的申报工作，
通过不断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制度建
设、全面落实科研改革要求、强化科
技人才队伍建设、持续完善项目培育
机制，极大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着力建设特色鲜明的一流应用型地
方大学。

常州工学院获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8项

8月28日，来自怀德苑小学的20名常报小记者来到南大街街道中意社区，开启了一场对非遗烧箔的探索之旅。
在聆听了美学老师、非遗文化讲师崔钰婷的有关金箔工艺的讲座后，小记者们动手实践，体验制作烧箔团扇，体会传

统工艺的乐趣和魅力。

怀德苑小学常报小记者的非遗探索之旅

以箔为墨 尽扇尽美

接下来就轮到我们自己
动手操作啦，我选了一块“鱼
戏莲叶间”的雕版，把一张薄
如蝉翼的宣纸覆盖在雕版
上，再用喷壶将水均匀喷洒在
宣纸上，紧接着用小木锤轻轻
敲打宣纸，敲至严丝合缝，雕
板上的图案就像变魔术一样
清晰印在宣纸上了，这也太神
奇了吧！接下来，考验耐心的
时候到了，我用电吹风小心翼
翼地把宣纸吹干，切记千万不
要把纸吹破哦！紧接着，将布
团沾上颜料，少量多次地染在
凸起的地方，最后将宣纸从雕
版上取下熨平，就大功告成
啦！

看着手中的作品，我心
中满满的自豪感，我也是一
名非遗文化的小小传承者
啦！

龙虎塘第二实验小学
三（1）班 王艺然
指导老师 王巧凤

随着老师的话音落下，我们小心翼翼地将烧得热乎乎的
铜箔轻轻铺在图案上，然后拿起那把魔术师的刷子，屏气凝神
地把多余的铜箔刮掉，生怕留下一丁点儿的瑕疵。房间里回
荡着“沙沙”的响声，那是我们与古代工匠们的对话。五彩斑
斓的铜箔在镊子的指挥下有序排列，刷子在扇面上翩翩起舞，
随着步骤的一步步完成，一把把精美的扇子就诞生啦！

怀德苑小学六（8）班 高偲鋆 指导老师 沈红燕

烧箔这项看似简单的手工艺，做起来却需要极强的定力和耐
心。制作过程中，尽管困难重重，但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我逐渐
掌握了制作技巧。每完成一个步骤，都能看到自己的作品在逐渐成
型，心中的成就感便增强一分。当最终完成属于我的独特又精美
的团扇时，那充斥在心中的喜悦与自豪是无与伦比的。我们亲手制
作的一个个精美的团扇，激发了我对传统手工艺探索的热情……

怀德苑小学六（8）班 卢礼轩 指导老师 沈红燕

在制作过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涂胶，要先
用小刷子将胶液细细地涂到描好的线条内部，稍有
不慎，胶液就会涂到外面，导致整个扇面受损。因此
在这个环节，我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全神贯注地涂
胶，不敢有丝毫懈怠。最终把胶涂得均匀，为后面的
贴箔作好准备。

在制作烧箔团扇的过程中，我始终一丝不苟，尽善
尽美地完成每一个步骤，最终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精美
的团扇。细细回想，制作的过程不仅提升了自己的动
手能力，还让我学会了耐心和坚持，更让我感受到了古
代手艺人的匠心。

怀德苑小学六（8）班 王翊丞 指导老师 沈红燕

通过聆听老师细致的讲解，我知道了所谓的烧箔，并不是
字面意思的用明火来烧，而是通过热处理和化学反应，从而得
到随机的颜色，这不免我让内心充满期待，迫不及待想要上手
试一试。终于轮到了我们自己烧箔的环节，看着金箔在布上，
随着熨斗停留时间的长短，热量的不同，箔纸展现了金黄、蓝
紫、铜绿等不同的金属色，我忍不住惊叹这项手工艺的神奇。

怀德苑小学六（8）班 高梓婷 指导老师 沈红燕

我选了个最喜欢的图案，小心翼翼地拿起画笔，一笔
一画认真地描绘起来。接着便是上胶、贴箔、扫箔……
每一个步骤都像是在进行一场精密的手术，容不得半点
马虎。我始终提心吊胆，生怕一不小心就前功尽弃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步骤的一步步完成，我手中的扇子慢慢
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光泽，那一刻，我内心被自豪充斥着。

最有趣的是，我发现每个人的扇面都是独一无二
的。那一刻，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光
彩夺目。

怀德苑小学六（8）班 夏舒清 指导老师 沈红燕

老师给了我们经过电熨斗和硫酸处理过的铜箔纸，被熨烫后的铜箔纸色彩斑斓，由于温度的差异，呈现出的颜色别具
一格。首先，将带有精美图案的底模放置在团扇上，勾勒出图案。在绘制图案时，因担心底模移动致使图案歪斜，我犹如八
爪鱼一般紧紧扣住底模，防止其挪动。接着，使用一根仿若针状的画笔将画的内部填充完整，待胶水变得透明，就能够把烧
箔纸贴上去了。让我印象至深的是贴烧箔纸的时刻，当我揭开烧箔上面的纸，我心中不禁发出赞叹，如此漂亮的纸，有天空的
蓝、晚霞的紫、太阳的金，绚丽多彩，光芒闪耀。

怀德苑小学五（8）班 沈轩宇 指导老师 程真

□本报记者 许愿
通 讯 员 沈含嫣 朱庭欣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一直以来，新北区以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坚持引进优
秀人才、强化梯队建设、推进“三名”工
程、激发队伍活力，打造结构优良、素
质优秀、业务精湛、能力全面的教育人
才队伍，全面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

雏鹰展翅
青年教师“破土成长”

“我之所以成长得那么快，除了对
教育的热爱，还在于我拥有不断学习
的机会。”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
后，2021 年，唐芸进入新北区吕墅中
学成为一名年轻的美术老师。

从心怀忐忑到渐趋从容，在新教
师展示课、推门听课、青年教师演讲比
赛、基本功比赛等一系列培育活动中，
唐芸不仅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和技能，
更获得了成长与自信。她与学校资深
教师丁菊萍结成师徒对子，并加入了
新北区胥亚丽优秀教师培育室，“听课
必评课，评课必反思，在平时功夫的不
断练习中，我发现教学看似是重复劳
动，但每一次上课又充满了无限可能。”
在前辈们的指导下，唐芸认真研读新课
标，深入研究教学方法，从实际情况出
发研究学生需要什么类型的美术课堂，

“在这个不断地认识自己、反馈不足、调
整步伐的成长过程中，我的目标越来越
清晰，干劲也越来越足。”遇到教学上的
困惑，她多方请教，并积极参加区内的
各项教学研讨、开设区级公开课和讲
座、参与市区课题研究……2023 年，
唐芸摘得江苏省中学美术教师教学基
本功大赛一等奖。

近年来新北区创新招聘方式，吸引
优秀人才，采用“优才计划”等方式招聘
新教师，近三年共计招聘编内新教师
572名，其中研究生硕士毕业112名，师

范类毕业生254名，一大批青年教师走上
了讲台，为教师队伍注入了新鲜活力。如
何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和帮助，让他们切
实担起教育教学重任？新北区一方面开
展新教师集中培训，确保每位新教师站稳
三尺讲台；另一方面开展非师范专业教师
能力提升专项培训，推动新教师知识素养
切实转化为教学能力，让青年教师们眼中
有光，心中有情，胸中有责。

头雁领航
骨干教师“拔节向上”

“12 年时间，我从新人成长为省特
级教师。尽我所能帮助其他教师们，这
也是我当下的责任。”新北区薛家实验小
学副校长曹燕，从乡村学校起步，沿着教
坛新秀、教学能手、骨干教师、学科带头
人、特级教师后备人才“五级梯队”一路
成长。2019年，新北区推进“三名”培育
工程建设，“曹燕名教师成长营”正式成
立。五年来，她在省乡村骨干教师培育
站、市城乡牵手活动、名师大学堂等开设
公开课和讲座50余次，通过成长营等途
径培养出市级学科带头人12名。在“基

于语文要素的单元整体教学”这一项目
中，曹燕组织成员进行研修，对每册教材
进行系统解读，梳理基于语文要素的单
元整体教学目标，提高了深入解读教材
的能力，也让一批又一批孩子深深爱上
了语文。她的一位学生在师范大学毕业
后，也像曹燕一样毅然决定回到乡村执
教语文，在给曹燕的信中，这位学生写
道：“感谢您如此耀眼，成为我平淡岁月
里的星辰，带领我畅游语文世界，我也要
做像您一样照亮乡村学生的老师！”

强化五级梯队建设、整合优质培训
资源、加强过程性管理，新北区扎实推进
第二轮“三名”培育工程，大力培育教育
高层次人才。2023年，全区新增江苏省
教学名师3名、正高级教师3名、省教育
家型校长创新培育对象1名、省乡村优秀
青年教师培养人选1名，新增市区五级梯
队教师308名，其中市特级教师后备人
才8名、市教学能手和教坛新秀100名。

鹤鸣回响
资深教师“抽穗扬花”

“如果你想成为光，就要靠近光。

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因为我觉得老师
就像光一样，可以把自己的能量传递
给学生，让人温暖，充满希望。”在常
州市新桥高级中学新教师培训动员
大会上，高燕萍为新教师们作专题讲
座已经成为了学校的一个传统，她用
自己三十多年的教学经历勉励大家
追光逐梦。

原本可以在去年退休的高燕萍，因
难舍她的学生们，选择了延迟退休，毅
然承担起两个高三班的教学任务，“留
下来的理由很简单，我喜欢和学生们在
一起。”在学生的心目中，高燕萍是他们
最信赖和最崇拜的人；在其他教师眼
中，连续担任了 23 年教研组长的高燕
萍则是身边最好的榜样。“教师是永远
的职业，教育是终身的追求。”岁月冗
长，三尺讲台带给她的吸引力和满足
感，却越来越强烈。“带着幸福感做教
师，正如揣着理想上路，善待自己、善待
学生、善待同仁，让我们和着教育均衡
发展的节奏，用爱与宽容，在成就孩子
们未来的同时，成就我们一生的幸福！”
台上，高燕萍发自肺腑；台下，掌声四
起，不少教师眼含泪花。

充分发挥老教师在教育工作中的
积极作用，新北区印发了《新北区教育
系统教职工荣誉退休制度》《关于加强
退出现职的校级领导管理的办法》等
文件，完善表彰激励、加强管理等一系
列措施，发挥老同志的专业特长和管
理“传帮带”作用，让老教师及退职干
部 在 教 育 岗 位 上 继 续 发 光 发 热 。
2022—2023 年，全区表彰“光荣在岗
30 年”教师、“灯塔型”优秀教育人才
共 39 人，并向市级推荐 4 人，提升老教
师工作积极性。

“在建设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上，教师
是关键。立师德、强师能、铸师魂，打造
一支师德高尚、精于教书、勤于育人的教
师队伍，以队伍建设助力教育高质量发
展，仍然是当前和今后新北区教育系统
的头等大事。”新北区委教育工委书记、
区教育局局长王华国表示。

新北区：

弘扬教育家精神 培养造就高素质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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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博物馆的馆藏很丰富，我们
了解了民间美术的相关知识。”

“既学习了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
拓印文化，又给自己送上了一份礼物，
很开心。”

8月26日，来自觅渡教育集团
冠英校区、钟楼实验小学、泰山小学、
花园第二小学等学校的20名常报小
记者来到常州市第五中学，参观“洵
忆”美术馆，开启了一场有趣的拓印
之旅。

“洵忆”美术馆是全国首家以民间
美术为特色的中学校园博物馆。该文
化空间陈列着近千件民间艺术遗珍，

涵盖了画、绣、剪、雕、扎、染、编等多种
民间艺术形式，都是市五中美术老师
梁俊10多年来奔走于山野田间、拜访
全国各地的民间艺人、实地考察地方
传统文化收集而来的。

小记者们跟随梁俊老师的介绍，
开启了一段探寻民间美术的旅程。从
济南泥塑兔子灯，到湘西苗族锉花，再
到凤凰纸扎狮子头，琳琅满目的藏品
激发了小记者们的极大兴趣，大家听
得津津有味，不时提出自己的疑问和
见解，现场氛围十分活跃。

欣赏完珍贵的藏品后，在梁俊老师
和学生志愿者的指导下，小记者们体验

了拓印手工制作，认真完成每个步骤，
用宣纸覆盖，用拓锤轻轻拍打，看着宣
纸上的墨色由浅入深，图案一点点在纸
上完整地呈现出来，大家惊叹不已，“真
是太神奇了，跟复印机一样！”看着手上
的作品，个个成就感满满。

此次活动，为小记者们提供了
近距离接触非遗文化的机会，通过
亲手拓印，感受了中国历史文化的
厚重和智慧。下一步，小记者协会
将继续以各种文化活动为载体，以
有利文化资源为依托，不断丰富未
成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将中国传统
文化发扬光大。

常报小记者走进市五中体验非遗课程

一起“趣”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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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燕和学生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