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2024 年 1 月 31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朱玉娟 美术编辑：张锦萍 校对：赵鹏 LIAOCHENG RIBAO综合

1月21日，山东安澜东阿分公司组成检查组，对所属浮桥进行安全运营专项
检查。检查组对发现的隐患提出了整改要求，明确了整改时限，确保防凌安全、
浮桥安全。 ■ 井辉

本报讯（通讯员 贾延秋） 1月24日，聊城市总工会、开发区总工会联合举
办“送万福 进万家”书法公益活动，十余名书法爱好者现场挥毫泼墨，不一会儿，
一副副吉祥喜庆的春联，一张张喜气满满的福字就红彤彤地铺满了桌面。

此次活动共书写春联、福字200余套。聊城市公安局民警徐占云是一名书
法爱好者，曾获得2021年度“水城最美职工”称号，他表示，通过这次公益活动，
可以把新春祝福送给大家，自己感到十分高兴。

据了解，春节前夕，市总工会将结合送温暖等多种形式，把新春祝福送到职
工群众身边，营造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

聊城市总工会

举办“送万福 进万家”书法公益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窦胜男 刘延华）“我以为要按照办理营业执照的程序申
办，没想到，只需申请企业经营场所备案就可以，真是太方便了。”1月25日，在阳
谷县行政审批服务局，阳谷佳琦物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希领到了该县首张

“一照多址”营业执照。
“一照多址”即“一个营业执照，多个经营地址”，如企业住所和申请备案的经

营场所在同一市域范围内，在备案的经营场所从事的经营活动不涉及前置审批
事项，且不超出企业经营范围的，可向登记机关申请“增设经营场所备案”。“一照
多址”节省了企业办理分支机构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
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阳谷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将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继续创新服务理念，探
索服务举措，加大服务力度，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阳谷县

首张“一照多址”营业执照发出

本报讯（记者 张目伦）1月24日—25日，全国高校走进临清暨高校与高中
协同育人研讨会在临清举行，20余所高校、6所中学百余名代表出席，大家围绕高
校与高中协同育人主题，展开深度交流。山东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等高
校与临清市第一中学等学校现场签署了优秀生源基地协议。

“临清一中成功构建数学‘3520’学科课程体系并入选第二批普通高中市级
学科基地，临清二中入选山东省人工智能科普示范基地，临清市第三高级中学创
新外语教育路径，入选第一批普通高中市级学科基地，临清市实验高级中学被认
定为聊城市首批市级思想政治学科基地，入选聊城市首批市级特色高中。”临清
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谷启瑞表示，临清市教育工作坚持五育并举，德
育为先，致力于打造“大思政”育人体系，建设“思政+特色”教育品牌，将立德树
人的目标要求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各环节、各方面、全过程。

据悉，山东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山东农业大学等20余所高校与临
清市第一中学、第二中学、第三高级中学、实验高级中学及聊城市文启高级中学、
聊城市清华园高级中学等签署了优秀生源基地协议，搭建起高校与高中之间信
息互通、需求交流的桥梁，增进临清高中与高校的合作关系。

在本次活动中，各高校还走进临清市多所高中了解办学特色，高中师生代表
就关心的高招问题与高校进行了互动。

“女儿今年参加高考，我根据孩子平时的成绩向老师们了解了一些报考、专
业、考研等方面的信息，这个活动办得太有意义了。”学生家长朱女士说，她一早
就赶到现场，与多个高校的招生负责人进行了沟通，感觉受益匪浅。

高校与高中协同育人
研讨会在临清举行

新课程标准要求各学科用不少于
10%的课时用于跨学科主题学习，这意
味着跨学科教学已成为义务教育的重
要领域。跨学科学习的课程观，以培养
学生跨学科意识为核心，可提高学生以
大概念视角综合学习知识、应用知识的
能力。与此同时，跨学科学习是融合
性的探究学习活动。学生在运用各学
科知识进行实践的过程中，能够充分
达到深度学习的状态，意识到知识与
实际生活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培养综合
实践能力。在本文中，教师分别在阅读
教学、实践活动、写作教学中融合跨学
科教学模式，在阅读中落实跨学科学
习，达到在语文课程中延伸多学科知
识的目的；在实践中落实跨学科探索，
实现大概念背景下学生系统化认知课
程内容的效果；在写作中落实跨学科融
合，帮助学生在加深理解中拓宽学科视
野。

跨学科学习的教育价值

打破学科边界，强调知识的实用
性。学习的目的是为解决生活中的问
题，学生需要综合运用各个领域的知

识，而跨学科学习刚好打破学科边
界，以基础学科为核心，糅合其他学科
知识；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整合知识
并引领学生应用知识。通过强调知识
的实用性特征，让学生更容易投入到
学科实践中，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能
力。

提升专业能力，促进教师素养提
升。跨学科教学模式需要教师重新整
合教学内容，同时，研究其他学科知识，
将其与本学科知识有效融合，做好学科
之间的有效衔接。这一系列的过程能
够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促进教师素养
有效提升。

落实核心素养、综合素养有效载
体。在语文学科中，学科核心素养的落
实与发展尤为重要。教师在培养学生
核心素养的过程中运用跨学科教学模
式，让学生进行深度学习。学生思考与
探究的过程能够提升自主学习能力与

思维品质。同时，在了解各学科、各领
域知识过程中拓宽文化视野，提升文化
意识。由此跨学科学习能够充分落实
核心素养，成为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有
效载体。

有效“跨”的具体实施策略

在阅读中“跨”，延伸多学科知识。
阅读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语篇承载着学生应掌握的语文
基础知识，以及语言要素与表达技能。
此外，阅读语篇能够让学生打开新知大
门，学到未曾触及的知识领域，拓宽学
生的文化视野。在不同语篇主题背景
下，学生不仅可通过准确解读来提升语
文阅读理解能力，强化逻辑思维能力，
还能了解其他学科知识。为此，教师会
在阅读教学板块实施跨学科教学。如：

《海底世界》这篇课文提到“有一种鱼身

体像梭子”，但文中却没有明确说明这
种鱼的名称。教师便以此为切入口，引
入“梭鱼”相关自然科学知识。教师分
别从梭鱼名称由来、外形特征、生存环
境、喜食生物等几方面，揭开身体像梭
子的鱼的“神秘面纱”，让学生在课文学
习中，通过了解“题外话”实现语文知识
与科学知识的有效衔接，从而延伸多学
科知识。

在实践中“跨”，实现大概念系统认
知。课标中明确说明，语文学科教学应
当以提升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为核心，
在此过程中充分落实核心素养。然而，
传统的语文实践活动已无法满足“综合
性”的实践要求。为此，教师寻求新路
径，将跨学科教学与语文课堂中的实践
活动相结合，整合多学科元素，转变综
合实践活动的具体内容，立足大概念引
导学生系统学习知识并应用知识。例
如：口语交际板块是典型的综合实践活

动。学生在交际中回顾旧知识加深理
解，还能以实践来应用知识，教师可将
口语交际板块的实践活动作为一个学
习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融合其他学科
的相关内容。在“春游去哪儿玩”主题
口语交际板块中，教师要求学生以小组
为单位讨论春游要去的地方。学生不
仅要找到想去的地点，还要说明选择该
地点的原因。在分析原因中，教师要求
学生结合地理学科相关知识，从该地点
的地形、气候等方面进行充分说明。由
此在教师引导下，学生不仅进行了自主
学习，还主动了解到地理学科相关知
识，以推进项目为目标落实大概念，结
合多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在写作中“跨”，通过理解拓宽视
野。写作教学作为跨学科学习重要的
途径，跨学科写作成为当前大单元语文
教学的热点话题，写作也是课文中要求
的重要的语文要素。

写作是一项进阶版的语文实践活
动，同样是集合理解、思考、应用、创造
等一系列环节。写作对于小学生而言
是难度较高的，且相对枯燥。为了让
学生找到书面表达的乐趣，拓宽文化
视野，教师在语文写作板块实现跨学
科融合。例如：在“家乡的风俗”这一
板块教学中，教师要求学生了解自己
家乡的历史文化，并在写作中进行解
读与说明，找到家乡文化背景下的民
俗习惯或某种民俗活动，让学生积累
写作素材。其间，学生可通过网络、书
籍等渠道了解有关家乡的历史文化知
识。在写作中，学生将搜集到的内容
转化为自己的语言进行叙述，描述自
己的体会，从而提升对本土文化的认同
感，进而提高学生文化意识这一语文学
科核心素养。

综上所述，跨文化教学理念的应用，
让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更加丰富多彩。教
师需要潜心研究多学科知识与语文基
础学科知识的有机融合方式，让跨学科
教学活动在语文课堂上有效开展，从而
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进一步提升。
（作者单位：聊城市莘县莘亭中心小学）

小学语文跨学科学习的实践研究
■ 李美玲

1月28日，舞龙爱好者在茌平区人民广场举办舞龙迎新春活动。活动现场，来自茌平城区和乡镇的13支舞龙队伍共计1000余人，挥舞着不同颜色的“巨龙”，十
分壮观。 ■ 本报通讯员 马林文

本报讯（记者 陈金路 通讯员 叶
茹 白云宁）1月26日，东昌府区财政局
接到喜报：该局推送的东昌府区妇幼保
健院的会计案例《致力于财务赋能——
基于业财融合的运营管理路径探索》，成
功入选省财政厅省级优秀会计案例，系
聊城唯一，这是东昌府区会计管理工作
在此领域取得的历史性突破。

据了解，此次东昌府区推送的会计
案例，以业财融合为基础，深入探索了财
务管理与运营管理的有机结合点，为医
院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财
务赋能方面，该案例创新性地提出了一
系列管理方法和路径，为医院提升运营
效率和管理水平提供了有益借鉴。

东昌府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增强会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挖掘会计优秀资源，加快会计案例库建
设，东昌府区财政局将继续加大支持力
度，推动形成优秀会计案例评选长效机
制，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近年来，东昌府区财政局把加强会
计人员职业道德建设放在重要位置，组
织践行财政部新颁布《会计人员职业道

德规范》“三坚三守”要求，主动构建以
“推进三大任务、实施四大工程、强化五
大评价”为主要内容的会计人员职业道
德能力提升平台，通过开展建章立制、
学习引领、榜样示范、规范践行等系列
财务文化品牌活动，引导全体会计人员
形成正确的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

东昌府区一会计案例荣获省级优秀
系全市唯一

本报讯（记者 张洁 吴兆旭）1月
29 日，在山东冠县捷联轴承有限公
司，工人们正马不停蹄地赶订单，企
业创新研发的大马力分离轴承，颇受
市场青睐。“经过科研创新，有效增加
了轴承使用寿命，目前，大马力分离
轴承在汽车市场大受欢迎，相关技术
在全国同行业中也属于领先地位。”
山东冠县捷联轴承有限公司经理刘
贵博介绍。

聊城轴承产业集群是全国五大
轴承产业区中产业链条最完整、门类

最齐全的产业集群。近年来，我市持
续推进轴承产业链建设，促进大中小
企业融链固链，打造“共建共享、共创
共赢”的轴承产业生态。

近几年，冠县积极对接中国轴承
协会、中国机电产品流通协会，整合行
业资源，延长产业链，打造轴承制造智
能工厂。冠县轴承协会理事长史贵修
告诉记者，当地积极引导行业抱团发
展，以直线导轨、丝杠为抓手，推动轴
承差异化发展，轴承产业实现由小到
大、由弱到强、由粗工到精密的转变，形

成成品轴承锻造加工的新发展格局，
实现轴承产业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我市高端、绿色、智能、创
新的国际化轴承及自动化装备产业园
正加速崛起，产业链涵盖轴承产业全
生产流程，实现从原材料到成品不出
园区，节约生产转运等中间环节。产
业园区是培育产业链、提升工业经济
运行效能的重要载体。冠县北馆陶镇
党委书记张洪洲说，下一步，该镇将结
合现有轴承产业基础和优势，推进产
业集群、企业集中、政策集成、要素集

聚、功能整合，进一步促进装备制造产
业的高端化、智能化、规范化以及集约
化，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转型升级，打
响“中国轴承智造小镇”品牌。

聊城积极搭建轴承产业链上下游协
作平台，推动“链主”企业与“专精特新”企
业精准对接，促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
链、人才链贯通融合。目前，我市形成了
以冠县轴承锻造、东阿轴承滚动体、东
昌府轴承保持器、临清成品轴承为代
表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成为国内最
大的轴承贸易市场和零配件生产基地。

链上发力 科技赋能

聊城轴承特色产业集群蓄势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