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郝凯） 学生在校午餐一直牵

挂着家长们的心。5月10日，记者从聊城市

教育和体育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市 1223

所学校（幼儿园）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

建设已完成 100%，共有 57 所学校的食堂被

省教育厅评为星级食堂。

学校食堂直接影响学生健康状况和学

习状态。我市学校食堂严格遵守食品安全

法律法规，根据《关于加强学校大宗食品统

一配送管理工作的意见》，大宗食品统一配

送已实现 100%覆盖，确保食材来源清楚可

靠。食材验收的每个工作环节都有记录，坚

决杜绝“三无”食品和假冒伪劣、腐败变质、

过期食品流入学生餐桌。

学校（幼儿园）食堂“互联网＋明厨亮

灶”建设项目，将食堂环境、后厨备餐、加工

制作、原料贮存、食品留样、清洗消毒等关键

环节晾晒在公众面前，接受社会监督。倒逼

学校食堂从严从细加强管理，使校园食品安

全工作更加透明，形成“学校自律、师生参

与、政府监管”的共治新模式。

我市坚持抓关键点，积极推进校园食品

安全排查整治。在日常管理中，市教体局、

市市场监管局等部门，以“四不两直”形式，

对全市中小学食堂及供校配餐企业食品安

全进行抽查，通过重点问题整治，不断提升

我市中小学食堂排查整治覆盖率、风险防控

自查率和中小学校集中用餐陪餐率，筑牢食

品安全防线。截至目前，我市共有 57 所学

校食堂被山东省教育厅评为星级食堂。

打造示范标杆食堂，树立先进典型，是

提升我市学校餐饮质量又一重要举措。以

聊城一中为试点学校，将科技手段与 4D 管

理一体化应用相结合，一改以往“后厨可视”

的单一监管模式，全面升级为操作行为和设

备环境“可识别、可抓拍、可感测、可远程、可

示警”的有效监督，实现了管理台账数字化、

管理精准化，达到了减负、提质、增效的效

能，在全省率先实现校园食堂监管智慧化。

聊城一中食堂数智化建设的成功，推动了我

市食堂管理水平质的提升，使学校餐饮由放

心走向优质。

聊城57所学校食堂获省星级评定

本报讯（刘庆功）为解决学生在校午休

的问题，我市自 2023 年起全面推行了“舒适

午休”试点工程，至今，全市已有近5000名学

生实现了在校躺睡午休。

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长

全天都在工作岗位上度过，这使得孩子的午

餐和午休问题变得尤为突出，亟待社会共同

关注解决。聊城市教育和体育局进行的一项

线上问卷调研结果显示，在23万名参与调研

的家长中，高达97.6%的家长希望孩子能在学

校躺睡午休。为此，市教育和体育局致力于

“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将“中小学

生午餐午休服务”列为重点民生项目，经过充

分调研，自2023年起，在全市全面推行了“舒

适午休”试点工程。

该试点工程与聊城市财金集团共同合作

开展，首批选取了四所学校作为试点，安装了

2000余套一体式午休课桌椅，同时还为400余

名低年龄段学生特别铺设了午休床。各县

（市、区）也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相应措施，如

高唐县城区学校改造功能房、提供午休垫等，

全面开展午休服务，惠及了1800余名学生；莘

县则为1000余名学生提供服务，其中包括改

造功能用房为临时午休室，并提供午休垫；高

新区则利用空余教室，采购了柜床一体式午休

床，为2000余名学生提供了优质的午休服务。

据了解，2024 年，市教体部门计划遵循

“因地制宜、一校一案、试点先行、稳步推进”

的原则，探索制定符合当地实际的政策文件，

努力实现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午休服务全

覆盖，并力争打造省级学生午休先进试点工

程。

我市力争年内实现中小学午休服务全覆盖

■ 郝凯 王宗泉

问：徐局长，您好！请问莘县教育如何围

绕“聚力攻坚突破年”，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徐凤华：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既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的根本，也是教育攻坚突破的目标。2024年，

莘县立足各学段实际，着眼各学段特点，深化

改革聚力突破。义务教育阶段持续推进强校

扩优，实施教研联盟，校际理念引领、教学共

研、校本共建，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一体

提升。高中阶段实施“筑峰行动”，以莘县一

中、实高、新城高中为核心，组建“教研培”一

体化发展共同体，聚全力、同教研、共成长、谱

新篇，促进高中教育多样化、高质量发展。职

业教育阶段提档升级，积极推进省示范校和

品牌专业建设，深化产教融合，建设实习实训

基地，打造职业教育市域产教联合体。学前

教育阶段深化“优质园+”，提升办园质量；开

展“幼儿园小学化”集中整治行动，推进自主

游戏实施，提升学前保教质量。

问：莘县是教育大县，农村中小学数量较

多，农村学校教育质量备受社会关注。请您

谈谈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具体措施。

徐凤华：莘县坚持“教学质量是学校工作

的核心”理念，聚焦教学质量提升，实施“强校

带弱校、教师交流、教研联盟”综合举措。一

方面，以集团化、联盟化、城乡结对帮扶共同

体等方式，通过上联名校，下联镇小，城乡学

校互联互通、资源共享、质量共赢，把优质学

校的教育资源送到乡村薄弱学校，提升乡村

学校办学水平。另一方面，教师是立教之本、

兴教之源。为各类教育人才创造干事创业的

舞台，用事业留人、机遇留人、环境留人，是欠

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兴教强教的关键所在。

莘县进一步扩大城区优秀教师到农村学校任

教数量，打造21个名师工作室，对这些老师予

以关注和支持，让教师有了“坚守三尺讲台，

潜心教书育人”的底气，教师队伍也越来越稳

定。最后，乡村学校实施区域教研联盟，联盟

内统一开展集体备课、教师研修、质量分析和

送教赛课等活动，实现各校教师队伍专业素

养新突破。

问：教育的高质量立德树人是根本，请您

谈谈在学生德育筑基方面的创新举措。

徐凤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

问题。莘县致力于构建全环境立德树人的

良好育人生态，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首先，把思政课作为立德树人关键课

程，构建“1+X”课程思政体系，推进“思政润

莘、立德聚心”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推动理想

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生态文明教育等入心入

脑。其次，借助莘县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

丰富红色资源优势，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培根

铸魂系列研学游，引导全体师生传承红色基

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赓续红色血脉，帮助

青少年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最后，健

全完善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让教育效能

最大化。以县域高中为试点，推广“全人员

育人、全过程育人、全领域育人”的“1+N”育

人模式，提升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探索实施育人新模式，破解农村“5+2=0”教

育难题；选树教育先进典型，宣传教育正能

量，形成关心、关爱、支持教育的浓厚氛围，

聚“家校社”三方合力，聚力攻坚谱写莘县教

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抓实教改关键点 实现教育质量新突破
——访莘县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徐凤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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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润民 王
童 穆冰）家长驾车送孩
子上学，在校门前只停留
不足 20 秒，孩子就能安
全入校，这种家长期待已
久的送娃上学新模式，目
前在聊城主城区的部分
中小学门前已经实现了。

聊城交警直属二大
队不断增强工作主动性
和预见性，以北顺小学

“红纽扣”护学联盟为抓
手，强化与各个学校沟通
联系，通过量身定制“一
校一策”方案，联合学校
老师、保安、家长志愿者，
共同开展“拉车门”行动，
即家长送学生到校门前
时，家长不用下车，由护
学岗民辅警、老师或家长
志愿者主动上前拉开车
门，牵领学生进入校门
口，实现学生下车到校园
的“无缝对接”。

直属二大队大队长
乔舰飞介绍：“我们护学
岗民辅警每天重复这个
动作至少上千遍，初衷就
是既做到守护好学生安
全出入校园的‘最后一百
米’，保证学生的通行安
全，又要最大限度避免接
送车辆扎堆停放，提高通
行效率。”小小举动，不仅
仅保障了学生的平安上
学，更是拉近了警民和谐
共育的良好关系。

“交警同志们在校门
口维持道路秩序，只要有
家长的车靠边停下来，他

们就会上去帮忙拉开车门。”兴华路小学李老
师介绍，交警已经和家长形成了默契，“相互信
任，他们前去开车门，孩子就会下来。”这种默
契影响了更多的老师及家长志愿者。“通过护
学活动，我们感受到交警、学校和家庭之间的
距离拉近了。”兴华路小学一位家委会代表说。

目前，二大队辖区内北顺小学、阳光小学、
英才小学、滨河实验小学、振兴路小学、育红小
学等多所学校都在推行“拉车门”护学行动，得
到广大家长、师生及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滨
河实验小学学生家长王女士深有感触地说：

“以前开车送孩子时，每次在路口都会堵很
久。那会儿孩子小，得先找位置停车，再把孩
子送到学校。自从交警开启了‘拉车门’行动，
早高峰堵车现象就不存在了，我刚把车停下，
他们就会打开车门领孩子下车，大家即停即
走，孩子也安全，路上也不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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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茌平区贾寨镇中心小学开展了非遗进校园活动。山东快书传承人于海真为小学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非遗课，给孩子表演快书小段《考试》《懒汉学艺》《送蛋糕》《马二哈》，讲解了山
东快书的起源与发展，现场手把手教孩子们打鸳鸯板、打击大鼓等，让学生们近距离了解非遗文化，感受非遗的魅力。近年来，茌平区将非遗融入基础教育，通过非遗进校园丰富学生大课间的
形式，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进一步树立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也为非遗的继承和发展培育了强大后备力量。 ■ 赵玉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