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黔南医专
集体诵读爱国诗词

本报讯（记者 杨杰 特约通讯员 杨变）10月 14
日，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悦赏经典诗词·
共建书香校园”集体诵读活动，在都匀市杉木湖校
区图书馆大厅举办。

本次活动，是黔南医专“多彩贵州 书香高
原”首届最美图书馆主题阅读推广系列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学校副校长张林甦在致辞中向广大师生
倡导，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将阅读作为提
升自我、增长知识的重要途径。

活动中，师生们以饱满的热情和深情的朗诵，
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词演绎得淋漓尽致。从《读
中国》的深情呼唤，到《可爱的中国》的激情澎
湃；从《长征》的艰苦卓绝，到《信仰的力量》的
坚定执着；再到《祖国：一首唱不完的恋歌》的深
情告白，共同感受中华民族的伟大奋斗历程和辉煌
成就。也展现了黔南医专师生在新时代积极向上、
奋发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激发广大师生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报国之志。

活动最后，黔南医专副校长张林甦，党委委
员、宣传部（思政处）部长（处长）任芯谊，共同
给在2024年读书月活动中表现突出的优秀读者、
最佳志愿者、移动图书馆经典共读“阅读之星”、
最美图书馆“最佳摄影”等同学代表颁奖。

资讯

民族团结进步从小抓起
剑河县城关一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课堂

本报记者 廖尚海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举办心理健康工作培训

本报讯（记者 钱星星）近日，兴义民族师范学
院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队伍培训讲座举行。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心理咨询中心刘权钊担任主
讲人。一直以来，兴义民族师范学院高度重视心理
健康教育，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人才培养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落实立德
树人的重要环节，加强组织领导、队伍建设、科学
研究、协调联动，进一步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和工作
机制，积极探索与实践提升心理健康教育及服务能
力，深化医校同心协作，织密心理防护网，着重提
升大学生心理健康素养。

印江职校
举行现场作文大赛

本报讯（记者 任伟 特约通讯员 江佳玲） 10
月11日，以“笔墨青春·书写芳华”为主题的现场
作文大赛在铜仁市印江中等职业学校足球场上举
行，该校1500余名学生或低头沉思，或奋笔疾书，
用青涩的文字书写青春的故事。

作文大赛不仅是一场文学的盛宴，更是一次心
灵的洗礼。绿茵场上，选手们全神贯注，沉浸在创
作的世界中，笔尖在纸上摩挲的沙沙声此起彼伏，
构成了一曲美妙的文学乐章。

初赛结束，100名学生脱颖而出进入次日的决
赛。经过评委老师们严谨细致的评审，此次作文大
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15
名。所有获奖学生均荣获荣誉证书及精美奖品，其
中一等奖获得者还被推荐参加印江自治县现场作文
比赛。

此次大赛不仅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
交流思想的平台，更在全校范围内营造了浓厚的文
学氛围，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该校相关负责人表
示，未来，学校将举办更多形式多样、精彩纷呈的
文学活动，引导学生们在文学的海洋中畅游，书写
更加灿烂的青春篇章。

初赛现场。

印江中学：共育民族团结树
特约通讯员 张玉莲 石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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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手工艺品展示处，由成千上万
颗五彩缤纷的小珠子拼出的少数民族人物
形象和服饰作品让记者眼前一亮。

老师向记者介绍，这是学校创建民族
团结进步工作在校园社团落地的成果展
示。

据了解，在创建过程中，为了培养学
生的动手能力，同时传承少数民族文化，
学校最初想聘请当地专业的苗绣老师指导
学生，绣出56个民族的人物和服饰。

然而正要实施时发现，由于孩子太
小，苗绣要用到的针线和剪刀的操作相对
难度较大，而且还存在安全隐患。

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时，都晓华校长突

然发现网上有一种叫“珠绣”的DIY手工
产品，类似于十字绣，不同的是用五颜六
色的小珠子代替了针线。

于是，学校统一采购，在每周的社团
活动中让学生用这些珠子按照图案将56个
民族动漫人物和服饰在网状的底板粘出
来。

“还是比较困难”，都晓华校长介绍，
一幅图案需用数千个不同颜色的珠子粘连
构成，所以需要学生仔细观察，对学生的
动手能力及观察能力都是不小的挑战，一
学期下来，学生们大概就完成了几幅作
品。

都晓华校长表示，其实这样的社团活

动就是在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同时，将民
族团结意识融入课堂活动中，让学生和老
师在教学中领悟，从做中学。

从2019年开始，剑河县城关第一小学
就定期举办了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班队
会，在班队会上，老师教学生们认识党
旗、国旗、军旗、团旗、队旗和党徽、国
徽、军徽、团徽、队徽，讲述五旗五徽的
意义和故事，以此引导孩子们从小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通过“五旗五徽五认同”校园环境建
设，同时完成了语文、道德与法治、美术
等五个学科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
融合，形成了200余融入课时，将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与教育教学、班级
活动深度融合，结合学生的兴趣开展丰富
多彩、形式众多的活动课程，作为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载体，让同学从
小爱党、爱国、爱军队，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入脑入心。

据了解，近年来剑河县城关第一小学
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从小抓起”的创建主
题，以“识五旗、铭五徽”不断增强“五
个认同”等主题活动为载体，以课堂融入
为主渠道，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
教材、进课堂、进头脑……2023年 1月，
剑河县城关第一小学被国家民委命名为第
十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学校。

珠绣绣出56个民族一家亲

深秋，走进印江中学，一片诗意盎
然。盛开的紫色三角梅，随风起舞的杨
柳，奋发向上的师生，构成了秋日里最美
的风景。

历史课堂上，教师邱虎正在与学生一
道探讨《昭君出塞》历史故事里蕴藏的民
族团结。教学中，老师讲得生动透彻、学
生听得专心致志，师生互动激烈有趣，民
族团结的种子通过历史故事，缓缓流入学
生的心田。

“把民族团结教学任务抓牢抓实，增
强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树立
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这是我们历史教
师义不容辞的使命和担当。”印江中学教
师邱虎说。

该校在民族团结教学这块，不光在历
史教学中，在其他学科教学、主题班会、
国旗下讲话、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中
都适时渗透。

“通过多方位深层次地开展民族团结
教育，让团结奋发的种子生根于师生心
田，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比如：在优
化教学设计上融合了民族团结教育，如历
史课上的民族英雄事迹展，地理课上的民
族地区分布探索等，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
民族团结的重要性。除此，还强化实践体
验深化民族团结认知，鼓励组织学生参与
民族节日、庆典，如：春节、土家过赶年
等，通过实际行动践行民族团结的意
识。”印江中学副校长任茜君说。

该校还充分利用举办的文化艺术节、

运动会，展示各民族的文化魅力以及民族
团结意识教育，从而促进各民族学生像石
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实现教书育人在
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同时，利用
校园公众号、抖音、网站、校刊、橱窗、
广播等阵地，加大宣传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知识。

将红二、红六军团木黄会师纪念馆及
会师纪念碑、梵净山黔东独立师战斗遗
址、印江博物馆等一大批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作为铸牢“意识”的实践阵地，拓展
民族团结教育的内涵和外延。

“作为学校团委，在学生人生观、世
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充分利用学校开展
艺术节、魅力青春文艺汇演、运动会等的
各类活动，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
渗透民族团结意识教育，把民族团结的种
子根植于学生心中。在2023年市级‘石榴
籽一家亲’主题团课比赛中，我校学生也
取得了市级二等奖的成绩。”印江中学团
委副书记郭丽琼说。

近年来，该校党委坚持以“第一议
题”制度，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年
都要专题学习民族法规、民族政策等相关

知识，并交流学习体会和落实措施。做到
学习跟进、认识跟进、行动跟进。将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学校发展规划，
纳入党的建设和意识形态责任制，列入年
度目标考核内容。

学校还成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工作领导小组，经常性召开专题会议，研
究解决工作中的难点和问题。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该校通过不同
的方式，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
心，让全体师生把“休戚与共、荣辱与
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理念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民族团结的氛围蔚然成
风。

印江中学党委书记车文兴表示：“多
年以来，印江中学3800余名各族师生心手
相连，同舟共济，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渗透到思想引领、课程教学、活动载体、
对外交流、学生资助等各个环节当中，形成
了五指并拢的拳头效应，让学校不断发出
好声音。”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9 月 27 日上
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在北京召
开。大会对352个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集体和368名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进行了表彰，印江中学荣获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模范集体。

“下步工作中，我们将围绕立德树人
这个根本任务，推进‘四个与共’‘五个
认同’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续写印江中
学新篇章。”车文兴说。

剑河县城关第一小学民族团结文化墙。学校社团活动中，学生用珠绣绣出56个民族人物服饰。

剑河县城关第一小学，2023年被国家民委命名为第十批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示范学校。学校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从小抓起”为主题，让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教育以同学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融入到校园生活中。

近日，记者来到剑河县城关第一小学时，教学楼旁一面的文化墙上，56
个民族的卡通人物紧密围绕在一幅大红色的中国地图周边，地图上三个浑厚
有力的字“大中华”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这些是我们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时做的。”说起学校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工作，校长都晓华感受颇深。

“第一节，四方舞。”走进剑河县城关
第一小学恰逢学生们正在做课间操，这一
段别致的课间操可谓让记者大开眼界。

随着学校音响里厚重苗族鼓点响起，
同学们左右迈开步子，双手甩开，整齐划
一，着实壮观。

都晓华校长介绍，同学们正在做的课
间操叫“水鼓舞健身操”，发源于剑河县

革东镇大稿午村，至今不下五六百年的历
史，2015年苗族水鼓舞被纳入贵州省人民
政府公布的第四批省级非遗名录。

少数民族舞蹈为何会变为课间操呢？
都晓华告诉记者，水鼓舞在当地本身

就有群众基础，同时水鼓舞奔放而不失优
美的舞姿让人跳完之后酣畅淋漓，既能锻
炼身体，又是一种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的

舞蹈。如何把水鼓舞融入学校教学实践是
她一直的念想。

为此，都晓华和学校老师集体商议，
通过对水鼓舞音乐、基础动作等进行筛
选，又结合体操，最终于2013年编排了
《水鼓舞健身操》，将少数民族文化融入校
本课程，同时以此紧扣“民族团结进步从
小抓起”主题，树立老师与学生的民族大

团结意识。
据了解，2016年，剑河县城关第一小

学《水鼓舞健身操创编推广的成功实践》
荣获第二届黔东南州教学成果一等奖。鉴
于此健身操既具有健身功效，又传承民族
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社会价值，2017
年，该操在剑河县全县中小学推广，成为
该县中小学校大课间的“主题曲”。

剑河水鼓舞 融入课间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