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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卫琼雨 徐沁怡

斑驳的墙面、古朴的牌
匾、清幽的巷道……近日，在
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林家大湾
村的八斗湾共存社旧址前，华
中师范大学“百社十年”观察
项目平台党支部的师生们驻足
凭吊，与恽代英等革命先辈展
开跨越百年的青春“对话”。

据“百社十年”观察项目
平台党支部负责人杨泽斌介
绍，自项目启动以来，该校每
年都有近百名学子以脚步丈量
基层，用实践注解理想，在国
情、社情、民情的鲜活课堂
中，实现从青涩到成熟的蜕
变，让向美、向上、向善的价
值追求在基层绽放光芒。

“驻点不是简单地观察，
而是要像钉子一样扎进社区肌
理。”杨泽斌说，为了帮助大
家突破“新手村”挑战，“百
社十年”观察项目精心打造了

“三阶成长体系”，包括阶段性
的名师讲座、“致一书社”的
经典共读、社区书记助理的沉
浸式实践。

在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社
区，学生卢浩宇用一年的时
间深入参与社区党建工作，以
孵化和培育“江汉区花仙子公
益服务中心”为切入契机，成
功提炼出“资源共济与双向赋
能”的社区治理模型，荣获第
三届“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现
代化：跨学科对话与反思”研
讨会优秀奖项。

在武汉市武昌区东亭社
区，学生徐心化身项目志愿
者、活动引导员、片区网格员，密密麻麻记录着社
区治理的痛点难点：“7栋3单元有居民飞线充电”

“乒乓球场的垃圾无人清理”……
“一定要确认问卷填写人的居民身份，保证问

卷的有效性。”在后台数据监控中，华中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冷向明实时给予指导。4年时光
流转，他们的足迹遍布200个社区，留下100余万
字的观察日志。

从化解邻里纠纷到优化物业管理，从孵化公益
组织到提炼治理模型，“百社十年”观察项目采用

“街道—社区—居民”三级联动机制，成功将各个
社区治理的先进经验与翔实调查数据，转化为一系
列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

项目创始人、华中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徐增阳表示：“未来我们将以更坚定的步伐，在基
层治理创新前沿，以‘资源共济’经验推动跨领域
协同发展；面向数字化治理，以‘绣花功夫’推动
智慧社区建设；在民生服务领域，以‘双向赋能’
理念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争做社会文明进步的
实践者、美丽中国的建设者。”

安徽农业大学团队研发50余种色系彩色油菜花

以科技为笔描绘“大地调色板”
通讯员 刘加华 本报记者 王志鹏

春阳和煦，安徽农业大学西苑餐厅前的
油菜花海宛如打翻的调色盘——粉若烟霞浸
染云锦、橙似熔金流淌大地、白如新雪缀满
枝头、黄胜暖阳泼洒春光。这片被师生誉为
校园版“莫奈花园”的奇幻景致，正是该校
农学院朱宗河教授团队以科技为笔绘就的春
天画卷。

团队通过远缘杂交手段，将羽衣甘蓝的
红、紫青菜的紫“编织”进油菜，育成系列
新品种，赋予了油菜花、叶、角果七十二般

“变装”本领，创造出的部分品种观赏期长
达5个月、可耐零下10℃低温。

十几年前，国家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
村旅游，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以“创意
油菜花海”为主题的旅游受到追捧，但传统

油菜花色单一，观赏期不长，难以满足花海
旅游多样性、持久性的需求。

2012 年，朱宗河团队开启彩色油菜育
种等研究，首次将羽衣甘蓝的红色角果基因
导入油菜，惋惜的是200多个杂交组合“全
军覆没”。这让他们深刻意识到，远缘杂交
就像让不同“家族”的植物联姻，生殖隔离
是铜墙铁壁，必须千方百计克服远缘杂交的
不亲和性。

之后，团队以甘蓝型油菜为母本，采用
混合授粉、重复授粉、提前和延迟授粉等方
式进行数万次试验，终于在2014 年让第一
株红色角果油菜于田间绽放。

如今，团队已经研发出白、粉、橙、红
四大品系、50 余种色系的彩色油菜花，并
运用于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景观。团队
在黄山市休宁县推进“一村一景”项目，打

造五城镇龙湾村“三阶魔方”、双龙村“青
牛奋蹄”、商山镇阜田村“熊猫戏竹”等一
批创意花海，吸引成千上万游客观赏打卡，
带动县域文旅经济发展。据统计，2020 年
休宁县油菜花期，全县接待游客 41.13 万
人，油菜产业综合效益达1.4亿元。

在彩色油菜育种过程中，团队把课堂搬
到试验田。每年3月，朱宗河带的10余名学
生都会在试验田里“认领”一片专属区域，
播种、杂交，从基因定位研究，到花色性状
的多样性研究，全程参与。近5年来，学生
参与的授权国家发明专利6项，发表高水平
论文4篇。

彩色油菜研制成功后，团队特意将花田
搬到校园和学生公寓，那片摇曳的彩色花海
是最生动的育人课堂。朱宗河指着梦幻的

“莫奈花园”说：“我们不仅要展示农业科研

的最新成果，更希望让学生们亲眼看到，农业
领域科技的力量正不断推动着传统农业向现代
化、多元化转型，农业不再局限于简单的种植
与生产，而是在生态、旅游、健康等多个领域
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下一步，团队将围绕蜂蜜、菜薹、高品质
菜籽油、彩色油菜花食品、彩色油菜花化妆品
等油菜花海旅游产品进行研制与开发。“我们
不仅要让油菜绽放色彩，更要让农业科技人才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农业强国建设注入青春
力量。”朱宗河说。

①安徽农业大学朱宗河教授团队的彩色油
菜育种田。

②朱宗河教授在彩色油菜繁种田。
学校供图

本报讯 （通讯员 彭瑶 记者 阳锡
叶）“大山、树木、花草、溪流、石头、小
狗……这些都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
我希望自己能承担起保护森林的工作，用我
所学的专业知识，为大山作一点儿贡献。”
近日，益阳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学院园林
19102 班毕业生、“00 后”重庆林业技术员
汤振洋，在谈及自己这份特殊的工作时，眼
中闪烁着坚定与热爱。

因 2022 年重庆的一场山火，刺痛了当
时在深圳从事园林设计工作的汤振洋的心。

“我本身是学园林专业的学生，我一定要为
森林做点儿什么。”这个坚定的想法在她心
中迅速萌生。于是，她辞去了深圳白领工
作，投身深山，成为一名林业技术员，正如

她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写下：体验最野的打
工生活，远离城市，与自然为伴。

初到重庆山林，汤振洋面临着巨大的挑
战。每天她都要背着沉重的装备，徒步穿梭
在崎岖的山林间。山路松软泥泞，鞋子常常
深陷其中；陡峭的山坡，需要手脚并用。为
了记录植物生长、古树的调查、病虫害的防
治，一天下来，常常要走上4万多步，鞋子
一个月就能走坏两双，一待就是两个月，一年
才能回一次家；而且，山林中还有起雾、落石，
以及毒蛇等危险时刻威胁着她的安全。家人
不仅担心她的安全，也觉得她只是一时冲动
坚持不了多久，没想到这一坚持就是3年。

“我经常和家人聊开心的事情，像一些
危险都不说，遇到美好的事情要多于困难的

事情。作为大山里的林业技术员，平时吃住
都在山里，巡山就像开盲盒一样，我最大的
快乐就是认植物、取名字。我的力量非常渺
小，但每个岗位都需要有人去做，有些事情
要有人去付出，而且我守护的森林也在守护
着我的快乐。”正如汤振洋所说，她传承了
传统的守林人的责任，加入了新时代专业知
识与科技。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学院园林专
业教师余明光欣慰地说：“她对山林里的一
草一木都满怀热爱，她的热爱支撑着她一路
坚持，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林业技术员这份
工作，是要具备奉献精神、怀揣深厚情怀的
人才能坚守下去，而汤振洋不过是一位身形
娇小的女生，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益阳职业技术学院一名毕业生辞职投身深山守护森林

“我最大的快乐是认植物取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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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底，汤振洋在记录林地数据，
第一次见雪的小狗异常兴奋。 李健 摄 学校教师在为大学生讲解社区驻点知识。学校供图

湖南湘江新区岳麓一小教育集团

深耕“全员文体”
打造集团化教研共同体

·广告·

2024年，湖南湘江新区岳麓一小
教育集团成立。集团秉持“育人为
本、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探寻创新
教育模式。近一年来，集团把教研作
为教育发展核心动力，以趣味化科学
启蒙的传统玩具为载体，构建“科
学+”课程群。通过集团校紧密协
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推行“全员文
体”打造新模式，推动教育发展。

导航式校本研修 点燃教研引擎

为落实“育人为本、健康第一”
教育理念，集团结合长沙市中小学生
身心健康新特征，以“教研共同体”
建设为核心，构建“1+5+N”研训组
织架构。

“1”是指由湖南湘江新区岳麓一小
教育集团总校长李晖牵头，紧紧围绕湖
南湘江新区教育领域集团化办学重要战
略部署，聚焦推动集团成员校的优质均
衡发展这一核心目标，创造性地提出

“自主成长导航”的集团化办学模式，
带领长沙市岳麓区第一小学、白马实验
小学、望岳小学、岳麓一小枫林学校、
岳麓一小北津城学校5所成员校，通过
共启愿景、现状分析、团队共创、行动
计划、成长会议等环节，绘就集团内每
一所学校自主蓬勃发展的奋斗画卷和美
好蓝图。“5”是指从共建文化、学生评
价、教师成长、常规管理、课程建设5
个研究领域组建集团名师工作室，搭建
联合教研平台，系统设计基于“诊断需
求—锚定问题—协同攻坚—课堂验证—
辐射迭代”的“五阶导航式教研循环模
型”。“N”是指全体教师参与的分层研
训网络。在此基础上，通过“政策领

航、问题破冰、愿景共绘、行动升级”
的“四维”推进机制，让研训活动形成
上下联动、点面结合的良好格局。

助力课程创新 激发教研活力

为融合“育人为本、健康第一”
教育理念与学科教学，集团借鉴长沙
市岳麓区第一小学“乐善四季”导航
课程成功经验，以“传统玩具+品质
教研”融合科学与体育，构建“科
学+”课程群。

在特色课程探索中，各类课程各
展其长。“风筝”课程别具一格，教师
引导学生多维度探索风筝，学生通过
查阅资料、实验操作掌握飞行原理与空
气动力学知识，运用数学计算尺寸、角
度，制作风筝时发挥创意选材造型，锻
炼动手能力与创新思维，放飞时，在强
身健体、亲近自然、激发科学兴趣的同
时，教师还融入历史文化知识，实现科
学教育与文化传承的有效融合；“陀
螺”课程同样出色，学生在玩耍中探
究物体旋转奥秘，理解重心、摩擦力

等概念，教师组织各类比赛，激发学
生良好的竞争意识与团队合作精神，
助力学生在改进制作和旋转技巧时学会
运用科学知识；“不倒翁”课程聚焦提
升学生对重心和稳定性的认知水平，让
学生在亲手制作不倒翁的过程中掌握平
衡技巧，体会科学原理，锻炼动手能力
与耐心细心；“跳绳”课程以提升学生
身体素质为目的，教师设计单人、双
人、多人接力等跳绳游戏，让学生在
欢乐氛围中提高身体协调性和节奏感。

增强校际联动 凝聚教研合力

在湘江新区教育部门“以课程建
设引领集团内涵式发展”的大力支持
与专业指导下，集团以“课程方案转
化落地行动”为纽带，依托乐学教师
成长学院，开展“中层、教研、课程
领导力”三大专项培训，提升课程建
设品质与实施效能。例如，白马实验
小学以“幸福教育”为核心追求，遵
循“自强不息，幸福人生”的校训，
践行“积跬步，至千里”的办学理

念，逐步构建起“崇德、善思、尚
美、益智”四大课程群；岳麓一小枫
林学校以“让每一位师生闪闪发光”
为办学愿景，依托“枫之源”“枫之
乐”“枫之韵”三大课程体验，发展学
生核心素养，培养学生成为“有根
基、有志趣、有创造力”的终身学习
者与未来建设者；望岳小学秉承“让
每一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的办学目
标，根据城区小规模学校的特点和城
乡接合部学生的特征，开展趣味田径
体育项目的研究；岳麓一小北津城学
校以“办一所‘津津有味 面向未
来’的学校”为办学愿景，以“每一
个你都很珍贵，人人都是创想家”为
办学理念，构建“津”常、“津”彩、

“津”品课程群，结合学校“人工智
能+美育”特色，开设“人工智能”

“校园场景美学”等校本课程。
在此基础上，集团内各学科教师

致力于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实施研究，
定期组织校际联合教研活动。例如，
岳麓一小北津城学校与岳麓区第一小
学开展“以教促进，以研促长”体育

联合教研活动。活动中，岳麓区第一
小学体育教师石丹执教的“立定跳
远”，通过情境化教学设计展现课标落
地新模式，引发跨校教研团队围绕核
心素养培育展开多维评析；岳麓区第
一小学体育工作坊坊主赖博文与岳麓
一小北津城学校体育教师系统梳理课
程实施图谱，针对校际大课间活动质
量提升展开专项研讨，形成“基础模
块+特色拓展”的共性实施方案。

强化课题研究 提升教研能力

以科研促教研。李晖主持的“十
三五”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生
涯发展视角下小学‘乐善四季’课程
体系的构建与实施”，探索出将生涯发
展与学科教学相结合的创新性教育模
式，为集团课程建设提供了重要参
考。长沙市岳麓区第一小学副校长陈
勇芝主持的湖南省教育信息技术研究
重点课题“‘互联网+’条件下网络
育人策略研究”，将互联网作为育人的
有力工具，成功构建了“乐善四季”

课程与网络育人融合的新模式，打造
了校家社协同育人共同体，推动集团
各学校在数字化转型的道路上迈出更
加坚实的步伐。2025年2月，岳麓一
小北津城学校校长许薇主持的湖南省

“十四五”规划教育科研规划课题“数
字技术运用下小学‘津美课程’开发
与实践”正式开题，该课题清晰呈现
了将数字技术全方位融入学校美育课
程建设的整体规划。此外，集团还有
多项区级课题成功立项，涵盖融合教
育、协同育人、大单元教学等多个前
沿教育领域，为教师提供了广阔的研
究平台，促进了教师专业成长。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湖南湘江新
区岳麓一小教育集团成功实现了从单
一学校到教育共同体的跨越式发展。
学生在各类体艺竞赛和科技创新活动
中表现优秀，荣获诸多奖项，在品德、
情感方面发展良好，通过“一问一例三
轮研究”课例研修模式，集团教师在各
级课堂竞赛、示范讲座、论文评比中获
奖达300余次，有效提高了课堂教学水
平；集团影响力持续扩大，“导航式心
育”课程、“乐善四季”课程等成为具
有影响力的品牌项目；集团接待全国
各地国培项目学员参观学习1000余人
次，承办省级活动，与多校开展合
作，充分发挥了教育实力和示范辐射
作用，积极推动教育均衡发展。

展望未来，岳麓一小教育集团将
继续坚守“育人为本、健康第一”教
育理念，推进“导航式”育人模式迭
代升级，努力打造基础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先进典型。

（长沙市岳麓区第一小学校长
刘秋红、副校长 陈勇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