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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准备，一起迎接新学期
全省教育系统2024年秋季学期开学工作部署会召开

“天眼小记者”
网球初体验

■07 小记者

省图书馆
有个“武侠书岛”

■03 综合

导 读

我国首部职称
评审监管办法发布

据新华社电 为进一步规范职称
评审程序、打击违规行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职称评审监管
暂行办法》。据了解，这是首部从国家
层面出台的职称评审监管文件，将有
利于提高职称评审质量、促进公平公
正。

针对职称评审过程中反映突出、
易发多发的违规问题，办法明确，聚
焦申报人、评审专家、职称评审相关
工作人员等 3 类重点人群和评审单
位、申报人所在单位等 2 类重点单
位，采取随机抽查、定期巡查、重点
督查、质量评估、专项整治等多种方
式实施监管，构建政府监管、单位
（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职称评审监
管体系。

办法提出，对个人违规行为实行
信用管理，职称评审中的失信行为将
作为申报评审职称或参与职称评审工
作的重要参考，严重失信行为将纳入
职称申报评审失信黑名单并依法予以
失信惩戒。对单位违规行为主要采取
提醒、约谈、暂停评审、责令整改、
通报批评、收回职称评审权限等处置
措施，强化对评审单位的违规处置。

办法将有关行业协会学会等社会
化评审机构也列入了监管对象。

本报讯（记者 周朝义 徐颖）8
月23日，省教育厅召开全省教育系统
2024年秋季学期开学工作部署会。省
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
记、厅长邹联克出席会议并讲话。省
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成
员宋广强主持。

今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
下，全省教育系统坚持以教育之力厚
植人民幸福之本，加快建设特色教育
强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党的
建设有力有效、争资争项有为有位、
民生实事有心有招、美的教育有序有
质、兜底保障有章有法，全省教育系
统以高昂的斗志和积极的态度，攻坚
克难、奋发有为，取得了一系列令人
瞩目的成绩。

邹联克说，全省教育系统发展快

速，进步明显、成绩可喜，但距离省
委省政府期待、广大人民群众期盼，
还存在一些问题、短板和不足。各地
各校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锚定教育
高质量发展目标，以全新的理念深刻
把握教育事业的大背景、大原则、大
基调、大方向，以务实的作风创新探
索工作。重点做好“八方面”：

深化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上，深
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坚持不懈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深化
教育综合改革提供强大思想武器。

平稳有序做好布局调整和师资调
配上，要深入分析辖区内学位供需情
况，科学谋划城乡教育资源布局，强
力推进公办强校计划、优质均衡发
展、专门教育和普通高中发展提质，

奋力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持续
提升整体教育水平。

深化中考高考改革上，不断完善
立德树人落实机制，健全选课走班、
综合素质评价和学生生涯规划指导。

做好让师生可感可及的服务管理
上，要落实校内减负，高效办成教育
入学一件事，进一步规范中小学教辅
材料管理，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提升
行政效能，规范学校管理；深入开展
千万师生阳光体育运动，开足开齐开
好体育课程，抓好学生体质健康；强
化师德师风引领，抓好教师节宣传庆
祝活动和为教师减负等工作，进一步
增强师生和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持续纵深推进教育领域集中整治
上，保障学生膳食安全健康，提升学

生餐实施水平；落实民办学校综合监
管，严肃查处学校违规招生方面的突
出问题，切实维护家长和学生的利益。

优化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上，
紧扣省重大战略和产业发展新设学科
专业，确保新设专业紧扣产业需求和
市场需求。

落实教育资金执行和教育优先发
展战略上，履行财政教育投入主体责
任，多措并举筹措教育经费，加快财
政预算资金拨款进度。

加快汛期受灾学校修复上，保障
学校办学必备的教学、生活功能和安
全设施。要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对照高质量考核要求，提高就
业质量。

“要确保平安顺利和谐开学！”邹
联克表示，各地各校要严格做好开学

准备，严格落实安全检查、家校沟
通、教学准备相关工作；做好“开学
第一周”调适工作，上好“开学第一
课”；持续做好控辍保学工作，常态分
析研判，常态督导检查；坚决维护校
园安全稳定，牢固树立底线思维，做
好入学保障工作，严格校园值班值守。

省教育厅班子成员、在职厅级干
部，厅机关各处室、厅属各单位负责
同志，省纪委省监委派驻省教育厅纪
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加会
议；各高校班子成员，相关部门负责
人，各市（州）教育局班子成员，相
关科（室）负责人，当地省属中职学
校、各市（州）直属学校负责人，各
县（市、区）教育局班子成员、相关
股（室）负责人，乡（镇）级以上学
校负责人在分会场参加会议。

西部计划实施21年

十万青年扎根贵州
本报讯（记者 刘蓝婴）“扎下根

来，到基层去，为今后的职业生涯打
下坚实基础。”带着这样的憧憬，今年
毕业于贵州理工学院的山西籍大学生
冷青轩，报名参加了2024年贵州省万
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乡村振兴
基层项目。7月30日，冷青轩前往铜
仁市碧江区团委报到。

今年3月底，2024年大学生志愿
服务西部计划招募工作正式拉开序
幕，省西部计划项目办组织9名优秀
西部计划志愿者组成3个宣讲组，走
进全省9个市（州）的40所高校开展
宣讲，鼓励和引导高校毕业生积极投
身乡村振兴。

据了解，2003年，我省成为全国
第一批启动实施西部计划的省份之
一，招募高校应届毕业生或在读研究
生，到基层开展为期1至3年的志愿服
务工作。近年来，我省西部计划实施
规模每年动态保持1.3万人在岗服务，
科学设置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
健康乡村、基层青年工作、乡村社会
治理等服务岗位，让志愿者的专业特
长、服务意向与服务岗位更加精确匹
配。

“21年来，10.5万名有志青年怀抱
理想和热血，通过西部计划这个‘导
流渠、蓄水池、中转站、大熔炉’，在
全省88个县（市、区、特区）的1510
个乡镇施展才干、建功立业。”省西部
计划项目办负责同志介绍。

1个博士、2个硕士、3个本科

龙里苗寨农家 一门“六子登科”

一个博士、两个硕士、三个本
科，六个孩子“六子登科”，这是出
自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
县湾滩河镇打夯苗寨的一个家庭。

51岁的王显位是这个家庭的一
家之主，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
民。仅有初中文化的他，在孩子的
学习上无法提供太多指导，但孩子
们凭借自身的努力，纷纷迈进了大
学校门。

老大王应富，2017年考取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2023年被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工程科学学院电子信息专
业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老二王珍珍，2018年考取武汉
轻工大学；2022年考取上海海洋大
学硕士研究生。

老三王敏敏，2020年考取华东
政法大学；2024年考取湖南大学硕
士研究生。

老四王晓琴，2021年考取贵州
财经大学，目前正在备考硕士研究
生。

老五王艳，2023年考取贵州财
经大学。

老六王应佳，2024年考取遵义
医科大学。

一 个 家 庭 六 个 孩 子 考 上 大
学，除了自身的努力、老师的细
心指导、学校的关怀外，还不得
不提当地开展了八年的传帮带志

愿助学活动。
新学期开学在即，在打夯寨的

村寨办公室，打夯第八届传帮带志
愿助学活动正火热开展。在此次助
学活动中，作为摆省片区首位博士
的王应富，向村里即将步入大学校
门的弟弟妹妹们分享了自己的学习
经历。他说道：“作为第一届获得爱
心捐赠的我，能参与今天的传帮带
志愿助学活动，向大家汇报我在大
学的学习情况，能够激励更多的苗
家子弟继续求学，我觉得意义非
凡。”

2017年王应富以龙里中学理科
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录取，这在当地苗寨可是个大
喜事。当地群众以此为契机，开展
了第一届传帮带志愿助学活动，希
望打夯苗寨更多的学子向王应富学
习，争取走出大山回报家乡。

摆省片区位于龙里县的最南
端，打夯寨作为摆省片区新龙社区
的一个自然寨，距离县城55公里，
离湾滩河镇人民政府所在地也有23
公里，全寨共有152户914人。由于
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这里的发展
相对滞缓。

长期以来，这里的人们思想较
为传统，对子女教育的期望不够长
远，仅仅停留在能识字算数的层
面。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教育的持

续投入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摆省片区的
读书观念已悄然转变，王显位一家
便是一个鲜活的例证。

走进王显位的家中，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那满满一墙的75张奖状，
尽管有些由于岁月的侵蚀，已开始
出现斑驳的痕迹，却格外引人注
目。“这些大多只是小学的奖状，因
为家里空间狭小，还有许多奖状无
处张贴。”黝黑精瘦的王显位脸上洋
溢着骄傲的笑容，他从书柜中拿出
一堆获奖证书和奖状，小心翼翼地
放置在火炉旁。

对于王显位而言，培养孩子接
受更优质的教育，初衷质朴而简
单。他感慨道：“我们吃过没文化的
苦，不想让孩子像我们一样，期望
他们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1991年，王显位初中毕业，当
年他是寨上仅有的两名初中毕业
生之一。即便如此，当他和爱人
前往上海、浙江等地打工时，因
文化程度低只能从事一些艰苦繁
重的体力劳动。那时，他便暗自
下定决心，绝不能让自己的孩子
再受这些苦。

1998 年，老大王应富呱呱坠
地，这个孩子的降临给了王显位无
限的憧憬。为了悉心照料孩子，他
放弃了外出打工的想法，选择在离

家较近的地方务工，以便更好地陪
伴孩子成长。幸运的是，王应富自
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

王应富在校期间，勤奋踏实，
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除了学习上刻
苦努力，他在家里也乖巧懂事，每
逢假期回到家中，便会主动帮父母
干农活、做家务。最好的教育是言
传身教。如今，弟弟妹妹在假期也
会主动帮父母分担家务，为家庭减
轻负担。

令人欣慰的是，2017年王应富
以龙里中学理科第一名616分的优
异成绩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录取，
成为了打夯寨乃至摆省片区的骄
傲。进入大学后，他依然持之以恒
地学习，不断追求进步，于2021年
考取了本校的硕士研究生，2023年
更是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信
息博士研究生。

今年暑假，王应富回到家乡探
望父母。“从小看到父母到处打工挣
钱供我们读书太辛苦了，我只能努
力考出好成绩让他们宽慰。老师一
直教导我要好好学习，才能拥有更
广阔的前景，我自己也渴望走出大
山，希望以后能为家乡的发展做点
实事，不辜负父老乡亲的厚爱。”王
应富说。

老大王应富的刻苦求学，为弟
弟妹妹树立了榜样。如今，王家六

个孩子都迈进了大学。
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王显位

夫妇依靠在附近工地务工的收入支
撑着孩子们的读书和生活费用，家
庭生活一度捉襟见肘。幸运的是，
党的好政策犹如“及时雨”，让王应
富兄妹6人没有因贫辍学，每个孩
子们在教育上都得到了相应的资
助。孩子们考上大学后，也都通过
生源地助学贷款解决了学费问题，
并在大学积极勤工俭学，以减轻家
庭的经济压力。

“无论如何，有了政府的关怀和
支持，看到孩子能够读书，长大有
出息，我相信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
好。”王显位满怀感激地说。

王显位的故事只是摆省近年
来 教 育 发 展 的 一 个 生 动 缩 影 。
2017 年开始，打夯寨就开展了传
帮带志愿助学活动，至今已举办
8 年，共资助 39 人次，累计金额
达75810元。

王显钰是打夯寨走出的一名公
职人员，作为参与组织开展传帮带
志愿助学活动的牵头人之一，提及
这项志愿助学活动，他充满了自
豪。“我们捐赠的金额或许不多，但
关键在于通过这项活动推动了移风
易俗，促进了乡风文明，让能读
书、读好书在山乡成了一种新风
尚。”

本报记者 赵惠 通讯员 王立信

王显位一家人2022年合影，老大王应富（后排左一）、老二王珍珍（前排右二）、老三王敏敏（后排
右二）、老四王晓琴（前排左二）、老五王艳（前排左一）、老六王应佳（后排左二）。

王显位（左一）一家分享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