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赵欣 通讯员贾继坤）

日前，丰南区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

式暨京津冀产教融合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在丰南职教中心、丰南高级技工学

校举行。

携手 京 津 开 展 联 盟 共 建 、与 众 多

企业达成签约合作、产业学院相继创

办、工匠大师入校兼职等一系列有力

举措的推出，将引领该区职业教育产

教融合向纵深发展。

签 约 仪 式 上 ，丰 南 职 教 中 心 美 容

美 体 产 业 学 院 和 新 能 源 汽 车 产 业 学

院 揭 牌 成 立 。 美 容 美 体 产 业 学 院 由

丰南职教中心与哲美学院共建，着力

打造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标准输

出、创业孵化”于一体的“丰南特色美

业”产教融合创新示范基地。新能源

汽 车 产 业 学 院 由 丰 南 职 教 中 心 与 百

科通信共建，以“育技术尖兵、助绿色

转 型 ”为 使 命 ，着 力 构 建“ 技 术 研 发 、

智 能 制 造 、运 维 服 务 ”全 链 条 的 人 才

培养生态。

丰南职教中心与京东、长城汽车、

京东方等 28 家京津冀鲁领军企业分别

签定产教融合实践基地协议、“双师型”

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协议、教师企业实

践基地协议及企业订单班合作协议，

通过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既传承传统

工艺精髓，又对接智能制造需求，为区

域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

工 匠 大 师 纷 纷 入 校 兼 职 培 育 人

才。杨珍明、邸广铎、周丽云、李秀春四

位专家接受“校园工匠大师”聘书。未

来，学校将进一步加大工匠大师引进

力度，充分发挥各行业领域专家进校

园 作 用 ，通 过 专 题 讲 座 、技 能 竞 赛 指

导、模块化实训等常态化活动，将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深度融入育

人全过程。

学 校 2025 年 技 能 节 展 示 精 彩 呈

现。在幼儿保育实训基地，学生们正

通过婴幼儿护理实 操 、早 教 课 程 设 计

等环节展现专业素养；电子商务赛区

内，直播带货实战等数字化技能训练

有序进行；工业机器人汽车运维板块

中 ，校 企 联 合 设 置 的“ 智 能 产 线 故 障

排除”竞赛项目，学生完成了从编程调

试到设备维护的全流程操作。各赛区

既注重传统技能传承，更凸显智能化

转型特色，生动展现了产教融合的育人

成效。

图为丰南职教中心 2025 年技能节

美容美体艺术专业技能竞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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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路北区祥富小学作为全国足球特色学校，一直努力把足球文化和体质

教育紧密结合，通过课程创新展现“运动赋能成长”。学校师生全员参与大课间活

动，开发了趣味足球体能训练、“无人机足球”对抗赛、橡筋飞机模型等特色课间活

动，让孩子们在绿茵场上感受运动的魅力，努力培养出既有运动特长又有团队精神

的新时代少年。图为学生们在课间练习足球。 本报记者 王欢 通讯员 邓乐凌 摄

绿茵筑梦育新芽

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办

公厅、中央宣传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

《关于深入实施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

动的通知》，进一步提升青少年学生读书

行动实施质量，通过阅读筑牢青少年的

民族文化根基、提升青少年的综合素质

和创新能力，为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通知提出，在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

已有工作基础上，创新实施五大工程。

实施书香校园建设工程，将阅读有机融

入学校教育教学，倡导分学段阅读目标，

开展“每天阅读一小时”“周末阅享半日”

行动，营造浓厚书香氛围。实施阅读资

源优化工程，丰富资源供给，强化阅读推

广，开展“一人一本书，送你金钥匙”活

动。关爱特殊群体，实施“光明未来计

划”和“乡村学校图书馆振兴计划”。实

施阅读素养培育工程，研制青少年阅读

指数，加强阅读指导队伍建设，探索家庭

亲子阅读指导路径策略。实施科技赋能

阅读创新工程，强化数智赋能，推动数字

阅读和传统阅读相结合，开发“AI阅读助

手”，推动中小学校逐步覆盖“AI伴读计

划”，打造国家智慧教育读书平台 2.0版，

以数字化支撑青少年阅读和终身学习。

实施阅读成果展示转化工程，鼓励青少

年学生阅读后进行深度思考，开展“行走

阅读”，做到读思结合，知行合一。

通知要求，加强组织领导，将读书

行动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教育强国建

设紧密结合；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家校

社协同，鼓励各地各校结合实际打造读

书活动品牌；强化宣传推广，定期组织

青少年学生读书展示交流活动，支持各

地创新探索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读书

行动的特色路径。 据新华社

教育部、中宣部启动实施
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五大工程

新华社记者 王鹏 史竞男

司法部近日发布 2025 年国家统一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公告，明确客观题考

试网上报名时间为 6 月 16 日至 6 月 30

日 ，客 观 题 考 试 时 间 为 9 月 13 日 、14

日，主观题考试时间为 10月 12日。

公告明确，2025 年继续对法律职

业资格考试放宽地区实施降低报考专

业学历条件、降分录取的放宽政策，继

续允许符合专业学历条件的全日制普

通高等学校、军队院校 2026 年应届本

科、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包括专升

本、第二学士学位、专升研）报考。同

时，允许具备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非法

学类本科及以上学历并获得相应学位

且从事法律工作满三年的人员，报考

2025 年法律职业资格考试。

公告同时明确，2025 年法律职业

资格考试继续实行计算机化考试，对因

身体、年龄等原因使用计算机考试确有

困难的，主观题考试保留使用纸笔答题

方式。报考人员可自主选择在司法行

政机关设置的考区报考，如部分考区报

考人数达到机位数量上限的，可选择其

他考区报考。 据新华社

2025年法考将于 6月 16日起报名
新华社记者 齐琪

中考日益临近，有的考生可能会出

现紧张、心情压抑、睡眠不佳、食欲异常

等情况。专家表示，迎考出现紧张焦虑

的情绪属于正常现象，考生和家长应学

会接纳自己的情绪，同时通过科学的释

压方法积极调节，轻松上阵应对考试。

天津市安定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

科主任孙凌表示，适度的紧张和焦虑有

助于保持大脑的兴奋状态，可提高注意

力和思维运转能力。考生和家长面对

紧张情绪时不要害怕，应积极接纳自己

的情绪、身体反应和睡眠状况。

孙凌表示，考生要保证规律作息，

不熬夜，建议午休时长不超过 1 小时；

要合理饮食，均衡营养，避免摄入垃圾

食品，也要避免过度进补；要进行适度

的户外运动，保证大脑供血供氧充足，

有效释放不良情绪。

专家建议，考生在紧张地学习后，需要

适当放松。“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做一

些自己感兴趣的事。这绝不是浪费时间，

反而可以促进神经系统兴奋，是提高学习

效率的必要保证。同时考生应与同伴保持

交流和沟通，同伴间的倾诉、分享与共情是

对彼此很重要的心理支持。”孙凌说。

此外，科学的释压方法可以有效缓

解紧张焦虑。除了听音乐、洗热水澡、

画画、做烘焙、做家务、闭目养神等舒缓

压力的方式外，考生可以尝试 4-7-8

呼吸法，即吸气 4 秒—屏息 7 秒—呼气

8秒，重复 3至 4次。

出现失眠状况时，考生可以通过温

热毛巾敷后颈或双手泡在 45 摄氏度的

温水中，快速激活副交感神经；也可以

调整睡姿助眠，把枕头调低 5 厘米，侧

卧蜷成婴儿睡姿。

专家提示，家长应保持熟悉的家庭

氛围和日常节奏，为考生提供适度关

心，不要谨小慎微或予以过分关注，避

免特殊化对待。孙凌说：“对于家长，最

重要的是要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和情绪，

保持和谐稳定的家庭氛围，做好后勤保

障。家长应成为‘稳定的支持者’，而不

是‘压力的放大器’。” 据新华社

中考即将来临，这份考前“心理指南”请收好
新华社记者 张建新 栗雅婷

记者日前从教育部获悉，全国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近日发布2025年第2号预警，

提示广大学生警惕非法“校园贷”陷阱。

预警称，非法“校园贷”近期卷土重

来，严重损害了广大学生的切身利益。一

些不法网贷平台以门槛低、办理快、额度

高、利率低为噱头，诱导学生过度消费、盲

目借贷，使学生陷入债务困境、面临高利

贷风险，部分学生因无力偿还债务而遭

受非法催收，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提醒广大

学生，树立科学理性的消费观，培养理

性消费意识和良好消费习惯，合理规划

日常开销，避免超前消费、过度消费、从

众消费等；通过正规渠道申请资助，国

家建立的高校资助体系，包括国家助学

贷款、国家助学金、勤工助学等多项资

助政策，能够有力保障学生顺利完成学

业；若不慎陷入非法“校园贷”困境，一

定要留存借款合同、转账记录、催收信

息等相关证据，并立即报警，用法律武

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

警惕非法“校园贷”陷阱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发布预警

新华社记者 魏冠宇

在生活中，在你我身边，有一些孩子

在经历着不一样的人生。他们的世界可

能没有声音、没有影像，或者不能站立行

走，或者无法说话思考，不能像正常孩子

那样玩耍交流。如果说这些特殊孩子是

“折翼的天使”，那么传递爱与希望的特殊

教育就是要为他们插上翅膀。

2022 年，唐山市教育局联合发改、民

政、财政、人社、卫健、残联等部门联合印

发《唐山市“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

动计划实施方案》，要求持续完善保障机

制、进一步推进融合教育、大力拓展学段

服务，提出到 2025 年初步建成高质量的特

殊教育体系。2021 至 2024 年，唐山特殊

教育累计投入 3.59 亿元，每年向残疾学生

发放助学金和免补费用 800 余万元，高质

量特殊教育体系初步建成，特殊教育事业

得到大发展。

目前我市共有 14 所特殊教育学校，

覆 盖城区、乡村。以特殊孩子适应生活、

融入社会为导向，形成了集学前教育-义

务教育-高中（职高）教育于一体的办学大

格局——

学前教育最早可追溯至 1989 年，近年

全面铺开；

义 务 教 育 入 学 率 98.6% 、安 置 率

100%，实现对残疾孩子接收“零拒绝、全

覆盖”；

高中阶段实施两条腿走路办学策略，

既抓高考升学，又抓职教就业。

以“升学、就业、特长、延伸”为关键

词，我市探索实施了一轮轮特殊教育改革

实践，用心、用功、用情，续接折翼天使的

翅膀，让每一个特殊儿童少年都有人生出

彩的机会。

升 学 ：以 专 业 的 爱 照 亮
未来

苏苏（化名）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

育学院钢琴调律专业的大三学生，当年她

作为唐山市特殊教育学校毕业生，以专业

成绩第一考入该校。在大学，她凭借扎实

的盲文基本功和高效的学习方法，担任学

习委员，科科优秀，并在多个领域展现出

过人的才华，成了师生众口称赞的学习标

杆。这些成果都深深植根于她在母校所

打下的坚实基础。

多年来，唐山市特殊教育的普通高中

教育深化教学改革，加强课程整合，注重

提高文化水平。全市特殊教育高考成绩

不断提升，在“十四五”之前仅 3 所特校举

办普通高中教育的情况下，迄今已有 237

名残疾学生考入高等院校。2024 年，唐山

市特殊教育学校 12 名毕业生考入大学，其

中 11人为本科。

就业：用技能叩开自立自
强的大门

客房服务课是迁安特教学生小航（化

名）迈向新生活的一扇大门。刚练习最基

础的铺床时，他双手紧紧攥着床单，用力

地拉扯，这边刚拉平，那边又皱起来，急得

额头冒汗，眼眶泛红。老师边安慰边手把

手教他如何对齐床单的边角，怎样用巧劲

儿抚平褶皱。

学习整理客房物品时，老师帮小航专

门制作了详细的图文教程，每一个物品的

摆放位置都用不同颜色的笔标记出来。

小航随身携带这份教程，一有空就拿出来

看。课后主动留在模拟客房，按照教程反

复练习。一个简单的水杯摆放，他都要练

习几十次，直到形成肌肉记忆。

如今，小航已经熟练掌握了客房服务

的各项技能，他不仅能独立完成客房的整

理和清洁，还能热情周到地接待“客人”。

在这个过程中，他收获的不仅仅是技能，

更是自信和勇气 。

“他们工作认真，任劳任怨，真的很

棒 ！”丰 润 区 开 元 盛 典 饭 店 的 经 理 感 慨

道。经理表扬的是智力障碍员工小鸣（化

名）和轩轩（化名）。在丰润特教学校，二

人接受了餐饮服务学习，包括摘菜、洗菜、

清洁等流程，掌握一技之长，最终被企业

录用，并获得好评。

特教 学 校 开 设 了 家 政 服 务 、餐 饮 服

务、工艺品制作等实用课程，并通过产教

融合模式，让学生在毕业前掌握了一技

之长。学生毕业后走上适合的岗位，更

让更多人看到：生命的价值，从不因缺陷

而减损。

在推进职业教育和特殊教育优质融

合方面，唐山坚持探索适合智力残疾、多

重残疾等不同残疾类型学生职业发展的

专业或方向，成效明显。目前，全市已有

934 名残疾学生实现就业，各特校形成了

各具特色的就业培养培训模式，其中有唐

山市特殊教育学校以 3 年职业培养、通晓

3 门职业校本课程及校、社、企 3 方共培模

式著称的“3+3+3”模式，以 9 年义务教育

打基础、1 年职高培训基本技能、1 年校内

外实训基地进行订单式培养、1 年企业开

展实习实训为内容的唐山容大特教中心

“9+1+1+1”模式。

特长：增强向往美好生活
信心

特教学生唐明磊三年级转入路南区

培 智 学 校 时 被 老 师 发 掘 出 乒 乓 球 的 天

赋。他自此开始刻苦训练，学校还屡次

邀请多位校外专业老师为他进行指导与

陪练。2024 年 10 月，唐明磊代表唐山市

参赛，站在了河北省第五届残疾人群体

运 动 会 的 赛 场 ，凭 借 出 色 发 挥 一 举 夺

冠。如今这位“乒乓小将”在正定训练基

地专业场馆训练 ，为即将到来的全国特

奥会积蓄力量。

加 快 特 殊 教 育 现 代 化 进 程 ，促 进 特

殊教育高质量发展，根本的评价标准是

残疾学生的全面发展。要实现这一点，

在 升 学 、就 业 之 外 ，还 需 要 一 个 有 力 支

点。在多年实践摸索中，唐山相关部门

确 定 ，这 个 支 点 就 是 发 展 特 长 。 为 此 ，

根据残疾学生的身心特点和特殊需求，

各特校积极搭建平台，教师们不遗余力

付 出 ，挖 掘 残 疾 孩 子 潜 能 ，培 养 和 发 展

学生特长，增强特教学生向往美好生活

的信心。

成绩是努力最好的注脚。据统计，唐

山各特校体育和艺术项目在全国各类赛

事、活动中，夺得金牌 133 枚、获奖 183 项，

在河北省各类赛事、活动中夺得金牌 295

枚、获奖 629 项，此外还在国际特奥运动赛

事中夺得金牌 13 枚。艺体特长让学生更

加自信、开朗，助力他们在升学、就业、创

业中全面展现素养。

延伸：以“两个延伸”全面
深化改革

刚来唐山市特殊教育学校学前教育

中心时，5 岁的小哲（化名）眼神清澈却毫

无生气，沉浸在自言自语的世界里，无法

安坐，情绪忽好忽坏，没有任何有意义的

交流，更没有亲密的互动行为。面对老师

无时无刻地温柔与呵护，他毫无反馈，置

之不理甚至有时还会拳脚相加。

该校自 2023 年开始接收孤独症孩子

入园，虽然很艰难，但老师们抱着对每一

个生命的敬畏、不辜负每一个孩子成长的

信念，以科学严谨的教学、专业而有温度

的爱，托起孩子美好的明天。

面对 小 哲 ，老 师 们 用 专 业 评 估 精 准

介入他的能力基线，量身定制个别化教

育计划。在教学中整合多种循证干预方

法，努力提高他的语言表达、社交互动和

适应性行为。

如 今 小 哲 有 了 对 这 个 世 界 的 好 奇 ，

爱说爱笑，会主动拉着老师的手说：“带

我去画画吧！”他的华丽蜕变，让家长感

激不尽。

近来，唐山市特殊教育以“两个延伸”

全面深化改革。一是服务学段向学前教

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延伸，以学段延伸持续

完善特殊教育体系。二是服务范围向孤

独症儿童延伸，以范围延伸为突破口探索

建立不同类型残疾、多重残疾等复杂残疾

学生现代化教育安置机制。

在范围延伸方面，唐山市委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 2023 年联合印发《唐山市

关 于 加 强 孤 独 症 儿 童 社 会 保 障 工 作 的

实施方案》，由 唐 山 银 行 捐 资 175 万 元 ，

在 14 所特殊教育学校建成 25 个孤独症

儿 童 专 用 教 室 ，当 年 接 收 孤 独 症 儿 童

227 人 ，全 部 建 立“ 一 对 一 ”帮 扶 包 联 机

制 。 以 25 个 孤 独 症 儿 童 专 用 教 室 为 依

托，市教育局对孤独症儿童安置缺口进

一步开展 调 研 ，对安置帮扶机制进一步

进 行 探 索 ，2024 年 ，接 收 孤 独 症 儿 童 增

加至 278 人。

在学段延伸方面，各特校均有行动。

迁安市特殊教育学校进行了学前班教室、

个训室、职高劳动实践基地等改造。古

冶区教育局将原古冶区教研训中心的部

分校舍划拨给唐山容大特教中心专门进

行学前项目建设，进行校舍改造及软硬

件建设。古冶区残联无偿提供给该中心

240 多平方米的职高校外实训基地，已于

2024 年正式投入使用。2025 年，全市公

办特殊教育学校将全部开设学前班和高

中部，实现公办特校从学前到高中“全学

段贯通”。

未来，唐山将坚持特教特办，加大投

入，加强保障机制建设，强化和优化学前

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两头延伸”路径，进

一步加大融合教育从保障底色向发展底

色的探索力度，全力办好新时代人民满意

的特殊教育。

升学升学 就业就业 特长特长 延伸延伸
—唐山特殊教育改革关键词解读

本报记者 赵欣 通讯员 骆礼鹏

近日，在滦南县第三实验小学这所充

满温度的校园，一场关于“爱与成长”的

教育叙事，正在悄然改写着一个孩子的生

命轨迹。

由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常静构建的

“校园接纳—心理疏导—家校联动—特长

赋能”闭环体系，让大家看到了心与心的

共振——用尊重接住棱角，用倾听化解恐

惧，用关爱守护成长。

学生小远（化名），性格骄横，成了校

内“小霸王”。他的行为，引起其他许多家

长的投诉，因此在辗转两所学校后带着满

身棱角踏进“三小”校门。

当小远第一次出现在校门口时，常静

已经等候多时。“小远，欢迎你！”她用温暖

的手牵起孩子的手，质朴的问候成为打

开心门的第一把钥匙。为了让同学们理

解“包容”的意义，常静特意为全校师生

上了一堂思政课，“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

二的星星，而我们的职责，是让每颗星星

都能闪耀。”

得知小远中午无人照料，常静暖心邀

请他一同午餐。办公室里，她细心地为小

远添汤夹菜，饭后的合影中，孩子嘴角的

羞涩笑意，成为校园相册里最珍贵的画

面。小远还当上了“文明礼仪监督员”，第

一次戴上红袖章，他眼中闪烁着从未有过

的自豪。

“今天有 什 么 想 和 我 分 享 的 吗？”每

天课间，常静的办公室都会响起这句问

候。她带领教师团队成立“转化小组”，

为小远定制“渐进式成长方案”。从最初

的沉默寡言，到第 47 天小远主动说出“想

让妈妈开心”。47 次谈心，织就了师生间

的信任纽带。

常静发现小远爱好下象棋，亲自组建

象棋社团，挽起袖口半蹲在孩子身旁对其

进行一对一指导。棋盘上反复挪动的不

只是棋路，更是跨越年龄的耐心与期待。

一次，小远和同学因值日发生纠纷。

常静赶到，在阻拦时手臂被划出一道道血

痕，后腰重重撞在教室后门把手上。她忍

着疼痛，声音平稳地说：“我们聊聊。”小远

情绪渐渐恢复平静，哭了出声：“对、对不

起……”安抚好孩子后，她才在同事搀扶

下离开。

家校同心，让转化事半功倍。常静每

天与小远的母亲、姥姥沟通，告诉家长“三

小”也是孩子的家。她坚持每周入户对小

远家长进行家庭教育方法指导，形成家校

转化合力。

“闭环式”的关爱体系，为小远编织出

一片充满希望的天空，他眼底的暴戾渐渐

化作清澈的光；如今开始主动帮同学值

日；也再不跟家长顶嘴，家长晚归时，还能

吃上小远做的热汤面。

教育的本真不是改造，而是唤醒；不

是放弃，而是托举。当我们为小远的转

变感动时，还应该看见无数像常静一样

的教育工作者，以日复一日的坚守，在平

凡的岗位上书写着“一个都不能少”的育

人诗篇。他们用爱织就的闭环，是照亮

成长的光，让每个孩子都能在温暖中遇见

更好的自己。

用“闭环”之爱点亮成长之路
—记滦南三小特殊学生转化背后的教育温情

本报记者 赵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