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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立潮头办名校 敢为人先创品牌

今年，退居二线的王小林依旧很
忙，忙着全国各地跑，忙着介绍分享“链
上教育”理念，给有需要的职业学校开
拓发展思路，让职业教育的专业建设可

以和区域产业有更多深度链接。
王小林现为海宁市职业高级中学正

校级干部，曾任海宁市职业高级中学党委
书记、校长。他身上荣誉一大堆：嘉兴市首
批杰出人才、省功勋教师、省特级教师、省
十大育人先锋、全国优秀教师，曾担任国
家第十一届特约教育督导员、中国职业技
术教育学会第五届学术委员会委员。

要知道，王小林大学刚毕业那会
儿，在海宁的中学当初中生物老师，怎
么就走上了职业教育的道路？

王小林说，当中学教师期间，因为
学的是生物，他还兼了当地良种场的技
术指导。1990年，因为手头有技术，他来
到了海宁市农业技术学校（现海宁市职
业高级中学）发展。当时，职业教育的发
展还没有如今这样热闹。

干一行，就扎根一行，热爱一行。随

着积累加深，爱钻研的王小林在教学教
研上取得不少成果。主持省《园林专业
教学指导方案及课程标准》制定、主干
课程的教材编写；担任教育部“中高本”
专业目录制修订、专业教学标准评审专
家，主持国家中职园艺技术（610105）专
业教学标准制定……

职业教育培养的更多是实用性技
术人才。如何让这些技术人才的培养更
加符合地方产业需求？走上学校管理岗
位后，王小林开始带着学校教师团队对
接产业办专业。

皮革产业是海宁传统优势产业，在
地方产业结构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2014年来，立足皮革产业的改革风口，
王小林创新提出了“链上教育”新理念，
以皮革产品为核心，梳理整合原有的皮
革专业，构建服务皮革产业链的专业群，

实施专业群大类招生，创新“复合型”人
才培养模式，也为县市职业教育如何服
务地方产业发展提供了学习样板。2017
年，《中国教育报》关注并报道了“链上教
育”理念，并赞扬这一探索“树起了全国
职业教育提高区域经济贡献度的高标
杆”。他的《皮革产业复合型人才链式培
养的探索与实践》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
奖，5次在全国研讨会上交流，吸引全国
各地67批次来校学习交流。

2019年，在“链上教育”实践的基础
上，王小林又带着教师团队对接县域家
纺时尚产业，让人才培养由中职往高职
延伸，依托政府、行业、高校、中职共建
龙渡湖“产业学院”，实施“311”中高职
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服务县域产业
的中高职一体人才定向培养提供了“杭
海”样板。“产业学院今年是第四年招

生，已经有 300多名学生，都是来自许
村、长安的孩子，根据地方企业需求，涉
及专业为平面设计和电子商务，均为定
向培养。明年首批招来的孩子就可以直
接去产业学院及相关企业上岗实习
了。”王小林说。

在王小林带领下，海宁市职业高级
中学也办成了地方离不开的职业学校。
学校连续创下重大项目考核第一的好成
绩，教师教学能力、师生技能走在全省前
列，培养了 4个特级、10个正高级讲师，
成为地方职业教育中的名校。2018年，
学校成为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基地
学校，2019年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
体，2022年获评第七届全国黄炎培职业
教育奖优秀学校。学校连年高职考成绩
斐然，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98.9%。

（撰文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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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适性教育 成就幸福人生

印度诗人泰戈尔在《飞鸟集》中有
一句很有名的短诗：“不是槌的打击，而
是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美。”
做适性教育，按教育规律办学，按人的

成长规律育人，培养阳光、自主、有爱
心、负责任的人，是吴育忠一直在倡导
的。

从小学教师做起，一路成长为地方
名师；投身教育体制改革，成为九年一
贯制学校一把手；退居二线后，又成为
海宁市王国维初级中学教育集团静安
初级中学教师。躬耕教坛 40年，吴育忠
的教育教学之路，走得生动又精彩。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吴育忠怀揣对
教育的热爱跨进了硖石镇中心小学的大
门。校门口那古老的香樟树历经沧桑，见
证了吴育忠的点滴努力。早到晚退，有时
仅是为了打磨一个教案，教导一个学生。
虚心求教，则是因为始终心怀教育梦想，
想要培育更多快乐又优秀的孩子。

工作刚两年，吴育忠参加了由省教
育厅基础教育处组织的小学语文教学

研究班学习，“班里2个导师都是浙江首
批的特级教师，他们的专业素养、敬业
精神，对于工作不久的新人来说，正是
最好的榜样。”时至今日，吴育忠依旧分
外感谢成长路上的那些引路人。培训结
束后，研究课、公开课、课题研究接连不
断，吴育忠也在一次次磨砺中成长，获
得省教坛新秀、省小学语文特级教师、
省优秀教师等荣誉。

吴育忠平时也很重视教育科研，坚
持“课题研究要解决教学实际问题”。
1995年 10月，作为分管教学的副校长，
他带着团队在海宁市实验小学开始小
学语文“四结合”教改试验的研究与实
践，构建了一种“既能以教师为主导，以
多媒体计算机为辅助，又能以学生为主
体”的新型语文教学模式。

“上世纪 90年代，计算机还没有广

泛应用，做一个多媒体课件需要美术老
师画画、语文老师出方案、计算机老师
编制，大家花费很多心血合力完成，与
现在是完全不好比的。”吴育忠说，但该
项课改开创了多媒体有效辅助语文教
学的先河，在全省这一课改历时三年
多，试验学校也从最初的海宁市实验小
学1家发展到全省100多家。

此外，吴育忠还主持或发起推动了
《阅读教学学法指导研究》《主体教育模
式的构建与运行研究》《小学活动作文
实践研究》等课题研究。这些研究有一
个共同特点，就是把学生作为主体放在
重要地位。在实践研究中，适性教育的
理念也逐渐在他脑海中明晰起来。

2000年，受上级指派，吴育忠积极
投身办学体制改革的探索实践，加盟新
创办的宏达学校。担任九年一贯制学校

校长 20余年，并于 2017年起担任海宁
宏达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期间
还兼任集团异地创办的宏达南浔学校
校长6年。这期间，吴育忠积极推动集团
所属的学校大力实施个性化教学，兼容
并蓄促学生多元发展，从精准教学到精
准教育，致力于师生幸福成长，以合适
的教育理念、优质的教育服务和丰硕的
教育成果赢得了社会认可。海宁宏达也
成为了地方教育的一张名片。

吴育忠说，做老师要牢记教育的两
大主题——爱与责任，以博大的爱心和
高度的责任感关爱学生，要时时想着教
育承载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无数家
庭的希望未来、亿万孩子的健康幸福。
无论在哪个岗位，尽情释放光和热，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都是他不变的使命。

（撰文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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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见证者，也做奋进者

9月，新学年又开启。尽管已经退居
二线，主要任务是主持名园长工作室、
帮训团队，海宁市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
原总园长、原党支部书记周勤仍然隔周
要去实验幼儿园、文苑幼儿园参与一线

教学。“不站在一线，怎么能做好研究、
带好队伍。”身体力行，始终是周勤的笃
信之道。

作为亲历、参与、见证 40年嘉兴学
前教育蓬勃发展的老教师，周勤将“帮
助每个孩子可持续发展”作为毕生责
任，始终用勤学、善思、执着、热忱的劲
头，追求着自己的教育理想。

在嘉兴的学前教育中，周勤冲刺过
很多个“嘉兴首个”。

1989年颁布的《幼儿园管理条例》
带来了学前教育的全方位变革。刚参加
工作的周勤积极投身教育教学改革，在
教学游戏化、幼儿主动学习等方面积极
开展课改尝试，成果颇丰。每年的嘉兴
优质课第一名总是她，通过不断承担公
开课、示范课带动更多同行投身课改行
动，1993年，周勤被评为嘉兴幼教系统
首个省级教坛新秀。

在幼儿园课程开发上，周勤也颇有
建树。1999年至今，她一直在研究幼儿
园“探究性活动课程”，已由文汇出版社
出版专著《问题·探究》，被评为浙江省
首届优秀精品课程并在全省推广，这也
是嘉兴学前教育首个省级优秀精品课
程。而作为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专委会幼教组成员，她经常承担国
家级及省内外课程建设培训任务。她强
调课程建设中的“文化引领”和“实践操
作”，其成果被收入中国教育学会“未来
教育家高端研修项目成果”《幼儿园课
程领导力》系列丛书。

如今的嘉兴，幼儿园集团化办学已
成常态。然而最初的改革试点，就设在
周勤所在的幼儿园。2005年，嘉兴首家
集团化幼儿园“海宁市实验幼儿园集
团”成立。为解决集团“面广”“层多”带
来的管理效益问题，作为总园长的周

勤探索架构了“分合式”集团化管理体
系的海宁实幼范式，创新了“章鱼式”
行政管理法、“互助式”质量管理法、

“人本化”队伍培养法。“集团化管理的
直接目的是为了让优质园带动其他
园，从而实现更好协同发展。”周勤依
旧清晰地记得，城东幼儿园就是首个
并进来的幼儿园，2013年得到快速发
展的城东幼儿园独立出去，周边其他
幼儿园持续并入。

目前，海宁市实验幼儿园集团内已
有 4个均衡优质发展的园区。集团化管
理的海宁实幼范式也被越来越多的集
团化幼儿园采纳，集团化办园成为学前
教育优质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2013
年，周勤荣获嘉兴首批名校长称号，是
其中唯一一位幼儿园园长。

不仅如此，周勤还带着海宁实幼人
打造了“小马爱心团”，为周边0～3岁散

居儿童、3～6岁特需儿童、6～15岁特殊
家庭儿童、孤寡老人以及乡村幼儿园送
暖育爱，带动姐妹园志愿服务活动的领
域拓展，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立体辐
射，推动着一方学前教育的普及普惠均
衡发展。

时光荏苒，2021年，周勤从领导岗
位退下来，但她卸任不卸责，主持“嘉兴
周勤特级教师工作室”“嘉兴周勤名园
长工作室”“海宁周勤名园长工作室”，
带领学员开展“幼儿园课程建设”、“园
长的价值领导力、智慧治理、质量管理”
等项目研究，先后培养了 62位名师、名
园长，用心点燃着嘉兴学前教育的星星
之火。

一个个脚印，一份份成绩，是周勤
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与创新，也是嘉兴学
前教育不断优质发展的明证。

（撰文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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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爱鸟护鸟生态文明带进课堂

“嘴巴弯弯猛禽类，两趾并拢攀禽
类，羽毛漂亮鸣禽类，腿肌发达陆禽
类，脚趾有蹼游禽类，嘴颈脚长涉禽
类。”海盐县澉浦小学鸟类探究组的同
学们背诵的这首鸟类《分类歌》，正是

由海盐县澉浦小学退休教师陈其昌编
写的。

31年来，陈其昌一直坚持为孩子们
科普鸟类知识，宣传爱鸟、护鸟的思想，
他的事迹被浙江省生态环境厅评为
2024年度生物多样性保护优秀案例。他
还获得了浙江省第十三届“春蚕奖”、浙
江省首届绿色公益使者、嘉兴市劳动模
范等荣誉。

陈其昌是土生土长的海盐县澉浦
镇南北湖村人。湖山融沧海，一揽天下
奇，作为鸟类迁徙途中的一个重要停
歇站，南北湖是大批鸟儿繁衍生息的
一方乐土，这让他自小就与鸟儿结下
不解之缘。

“三四岁的时候，我就很爱看鸟儿
在天空中飞来飞去。那时候我的父亲就
会把很多鸟的名字、习性教给我。”幼年
的陈其昌，以观鸟为乐。久而久之，陈其

昌仿佛成为了鸟儿的朋友：“我能根据
飞行速度、飞行轨迹，来判断天空中正
在飞的是什么鸟，也掌握了各种迁徙中
的鸟类经过南北湖一带的时间段。”

就这样，研究、守护鸟类成为了陈
其昌一生的爱好。1969年，陈其昌成为
了一名乡村教师。多年来，“校长教师一
人挑”的他，在忙碌教学之余还组织了
鸟类探究兴趣小组。

在兴趣小组的活动中，陈其昌让孩
子们尽自己所能，对南北湖的鸟类进
行调查研究。“学生们有的去问家长，
有的自己查资料，大家合作学习。”最
终，兴趣小组调查发现了南北湖常见
的47种鸟。

阶段性的调查学习后，陈其昌又
发现了这种教学方法的不足。“孩子
们有时候很难把鸟的名字和它的样
子、习性对应起来，经常学了这个，又

忘了那个。”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认
识、熟悉鸟类，陈其昌开始学习鸟类
标本制作。

陈其昌第一次做的是一个雀鹰标
本，一连好几天的忙碌让他乐在其中。
在查阅了相关资料后，他把鸟去肉去
脂，用石灰、明矾、肥皂粉制作防腐材
料，再把棉絮塞进鸟肚子，随后用铅丝
固定翅膀、骨架，然后进行缝制。在不断
的探索中，陈其昌逐渐优化了去脂、防
腐等技术，制作出的标本更加生动，且
保存时间更长。

鸟类标本的制作，可以让更多人了
解、保护鸟类。因此，陈其昌在制作标本
的同时，也将这些标本免费展出。从
1996年开始，他把鸟类标本放在家中，
对外免费展出，吸引了许多师生、游客
前来参观。“我记得，海宁有一所学校当
时一下子就来了 360人，很多人说我建

了一个‘鸟类博物馆’。”
通过调研与标本制作，陈其昌对鸟

类知识有了深入了解。2000年，他出版
了《南北湖鸟类图册》，详细记载了南北
湖常见的 87种鸟类，2008年再版增至
161种。该图册成为了澉浦小学课外读
物，受到上万名学生的欢迎。

“观鸟要看鸟身体各部分的特点，
一般按照头、颈、胸、腹、翅、羽、尾、脚的
顺序观察。”作为澉浦小学的课外辅导
员，陈其昌正在为鸟类探究组的成员讲
解观鸟活动的要点。退休后的他，将爱
鸟护鸟的教育传统延续了下来。在陈其
昌的引领下，澉浦小学将“生物多样性
保护”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学校设置了
鸟类探究实验室，共展出了70多件陈其
昌制作的鸟类标本，开展了独具特色的
生态文明教育实践。

（撰文 闻心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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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校长”，四十载护平安

今年80岁的张志祥，仍然保持着早
起的习惯。犹记得，担任海盐县秦山小
学校长期间，他每天早晨 5点 45分，便

会准时站在学校前的路口，迎接入校的
学生。

“学生的安全是天大的事！”上世纪
80年代初，老沪杭公路上发生了一起严
重的交通事故，疾驰的货车带走了两个
孩子的生命。在亲眼目睹事故现场的
惨状后，张志祥悲痛而紧张。“秦山镇中
心小学（秦山小学前身）就在老沪杭公
路旁，往来车流量大，安全隐患也很
多。”在参加县交警大队的安全教育试
点培训后，张志祥在学校建立起了交通
安全领导小组，并且以身作则，亲自保
障学生上、下学的安全问题。

迎来第一位入校的学生，也送走
最后一位离校的学生。早晨 5点 45分
到 7 点 10 分，中午 10 点 30 分到 11 点
10分，下午 3点 30分到 5点，张志祥在

每个上、下学节点出现。他督促学生
有序列队放学，在学生经过的路口维
持交通秩序。

为了早晨准时到岗，张志祥工作日
常年住在学校，周末回家休息。记得那
是一个周一的凌晨，突如其来的大雨让
张志祥辗转难眠。“下这么大的雨，学生
很容易出事故。”张志祥不由得为学生
的安全而担忧。如果等到早晨再从家
里出发，很有可能赶不上学生开学。心
念一动，他立刻起身穿好衣服，踩着自
行车，星夜兼程地往学校赶。10公里的
路程，张志祥骑了近两个小时，终于赶
在六点前到达学校。匆忙换下湿透了
的衣物，套上雨衣雨裤，他便准时站在
了学校边的路口。

“马路校长”张志祥在岗期间，秦

山小学前的道路上没有发生过一起
学生交通安全事故。张志祥先后获
评中国好人、嘉兴市劳动模范、第七
届嘉兴市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嘉兴地
区先进教育工作者、嘉兴市优秀党
员、海盐县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特别贡
献奖等荣誉。

2004年，张志祥退休时将执勤工作
交给了认真、负责的黄建明老师。而在
黄建明老师退休时，又有一批年轻教师
接过了这个接力棒。与此同时，海盐县
的多所学校，纷纷效仿“马路校长”，守
护学生的生命安全。

退休后的张志祥依旧没有闲下来，
“马路校长”仍然在为未成年人的健康
与安全保驾护航。他成为了天宁寺社
区“平安晚学归”志愿者，也是社区首批

网吧监督员。2004年至 2022年，每周
四下午，张志祥都会与三位志愿者一同
前往三毛幼儿园、天宁小学，开展交通
疏导、不文明行为劝解等服务。

在一次志愿服务的过程中，一位父
亲带着儿子走到张志祥面前。这位父
亲激动地对张志祥说：“张校长，我在秦
山小学读书的时候，您护送我过马路；
今天您又护送我的儿子过马路，真的非
常感谢您！”

岁月悠悠，车流不息。一茬又一茬
的学子，在他的目光中从稚嫩走向成
熟，从校园迈向更广阔的世界。而张志
祥，这位被岁月镌刻了痕迹的“马路校
长”，用四十载春秋的坚守，诠释着责任
与奉献的真谛。

（撰文 闻心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