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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睢阳区文化
办事处教育新村社区电
视 台 网 格 的 网 格 员 金
茹、韩丽和安现御，像
往常一样到辖区进行环
境卫生例行检查。当他
们走到老电视台东边的
万堤河西侧时，看到了
一幕让人感动的情景：
一位老大娘挥动着一把
大扫帚，正吃力地清扫
着 河 道 旁 的 落 叶 与 杂
物。看到清扫完毕的沿
河道路和累得满头大汗
的老大娘，社区工作人
员连忙接过她手中的扫
帚，扶老人坐下来休息。

通过聊天得知，老
人名叫宋广英，今年 68
岁，家住附近医药局家
属院。谈到义务来打扫
卫生的原因，老人说：
“‘两城’联创好啊！
自 从 这 项 工 作 开 展 以
来，小区墙上的小广告
没有了，地上干净了，
楼道间乱堆乱放的杂物
没有了，居住环境改善
了，大伙的心情也舒畅
了。”老人激动地说：

“经常看到你们社区工作
人 员 来 为 我 们 打 扫 卫
生，那么辛苦，我就想
搭把手，帮帮你们，也
算为‘两城’联创工作
做点贡献吧！”说完，老

人爽朗地笑了！
3名网格员也笑了，

感慨地说：“大娘您说得
真好！您搭把手帮帮我
们，我们也搭把手帮帮
大家。只要大家都能行
动起来，‘两城’联创工
作再难也就不难了。”

据 了 解 ， 自 “ 两
城 ” 联 创 工 作 开 展 以
来，教育新村社区党支
部带领全体工作人员牺
牲节假日，不分白天黑
夜地干，仅电视台网格
内的小区居民就付出了
巨大劳动。因为是老旧
小区，18 年无人管理，
垃圾如山，生活污水横
流，城市“牛皮癣”小
广告到处都是，道路和
下水道年久失修，严重
影 响 了 居 民 的 生 活 环
境。教育新村社区乘着

“两城”联创的东风，积
极实施卫生环境治理工
程。截至目前，已经清
理垃圾 96车，投资四万
多元修复了一条小区道
路，清除了十余棵影响
居民房屋安全的树木和
社区内的小广告。小区
的环境卫生得到了明显
改善，小区居民最有发
言权，他们看在眼里记
在心上。家住小区内的
李大爷告诉记者：“我记

得是6月份的一天，社区工
作人员为清理垃圾，从晚
上8点钟一直干到第二天早
上6点钟，一夜没休息，真
是感动人！”

教育新村社区一班人
不仅能“甩开膀子干”，做
给群众看，还会“放开喉
咙喊”，为群众宣传方针政
策。他们逐家逐户做宣
传，发放“两城”联创宣
传页、小册子，向居民讲
解“两城”联创对城市发
展的重大意义以及与居民
生活的紧密联系。经过一
个阶段的努力，多数居民
对“两城”联创工作有了
初步认识和理解，对“两
城”联创工作的开展也由
赞同、支持到主动搭把手。

谈到下一步的打算，
社区党支部书记徐艳说：

“我们已经帮助他们成立了
业主委员会，下一步准备
引进物业公司，按照‘两
城’联创文件对小区管理
的标准进行规范化管理；
对下水道进行清淤改造，
换上青石板；对房屋外立
面进行美化，统一改造成
仿古风格；建设活动场
地，添加健身器材，让小
区居民有一个优美舒适、
健康文明的生活环境，助
力我市‘两城’联创工作
的顺利进行。”

教育新村社区：

“两城”联创动真格
宋大娘也来搭把手

社区志愿者和宋大娘一起打扫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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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点半”难题能否破解
——聚焦多地课后托管

孩子放学早，家长下班
晚，放学后去哪儿的“三点
半”难题困扰着不少教师和
家长。全国多地近期密集出
台课后托管举措，各方反应
如何？新学期伊始，记者走
访了多地学校。

学校渐成课后托管“主
力” 内容丰富注重提高素质

9月 3日下午放学后，济
南市槐荫区营市东街小学的

“课后托管班”热闹了起来。
校长董庆峰告诉记者，新学
年课后托管的内容很丰富，
包括京剧、舞蹈、管弦乐、
体育等。

家长黄闻玲说，自己下
午6点钟才能下班，学校提供
的免费托管服务不仅解决了
接送难题，内容也从简单看
护转向帮助孩子提高素质。

中小学生尤其是小学生
放学后的“三点半”难题近
年来广受社会关注。教育部
出台的相关指导意见指出，
广大中小学校要积极作为，
主动承担起学生课后服务责
任。2018年秋季开学前，多
地教育部门推出了课后托管
措施。从9月起，杭州市的小
学全面实行免费晚托班。南
宁市从 9月 1日起实施相关政
策，鼓励有条件的中小学校
向学生提供课后托管。

根据教育部的要求，课
后服务要优先保障留守儿
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等服务群体。在成都市成华
区，教育部门表示，2017年
为全区895名低保、单亲、进
城务工人员家庭的小学生提
供免费托管服务，低偿服务
学生9192人，受到家长好评。

该区的华林小学，学生
中外来务工者随迁子女约占
三分之一。5年级学生罗慧琳
在课后托管课程中学了拉丁
舞，还在比赛中获了奖。罗
慧琳的母亲说，女儿从小喜
欢跳舞，在社会上报班学一
次要 30块钱至 50块钱，而这
里一次只收费10块钱。

财政助“托底” 多模式
破解难题

在杭州市滨江区，滨和
小学校长田燕芳正忙着向新
入学的一年级家长发放征求

“免费晚托班”需求调查表。
杭州市滨江区是浙江省

第一个推行“免费课后服
务”的地区。从 2017年 11月
开始，这项服务在滨江区4所
小学试点。 2018 年春季学
期，该政策在全区 14所小学
的一年级至三年级全面推开。

“滨江区课后服务目前不
向家长收取任何费用，由财
政全额‘埋单’。”滨江区教
育局局长陈玉棠说，要办有
温度的教育，解决老百姓的
痛点，课后托管是“关键小
事”，接下来这项服务会推向
小学四年级至六年级。

在济南市，当地教育部
门将中小学开展课后服务纳
入绩效考核范围，在政策上
予以保障。例如增加市属中
小学绩效工资总量，按照每
班每年 900 元至 1000 元、每
生每年 300元至 320元的标准
核拨，提高班主任与德育管

理团队用于加强教育教学管理
及课后学生延时服务的考核奖
励。

在部分地区，一些有规
模、较规范的托管机构也参与
到学校课后服务体系建设中
去。

成都市青羊区自 2015 年
开始试点“社区少年宫”公益
托管模式，每天下午放学后，
由街道、社区、学校及家长代
表组成的管委会公开选出的第
三方培训机构进校提供课后服
务。托管服务每生每天 8 块
钱，兴趣班收费每生每天 20
块钱至30块钱。

青羊区“社区少年宫”目
前有 33个，覆盖全区所有小
学。除区文明办每年为每个社
区划拨 2 万元日常工作经费
外，区财政局还设立了专项补
助经费。

延时不要延负 课后托管
需守住核心理念

课后托管意味着延时服
务，老师会因此增加负担吗？

在成都市成华区，小学生
放学后，一支由 700多名专家
能人组成的志愿者团队进学校
开展各种素质教育活动，其中
近80%是教师。

成都市华林小学副校长丁
臣惠表示，全校有 30多名教
师自愿参加了该项目。从时长
来看，每周额外增加两个小时
的工作量，压力并不很大。

25岁的体育老师贺琳玲每
周一、周五下午为学校两个拉
丁舞班的学生各上一次课，每
月能拿到志愿者补助 800元。
贺琳玲说，自己并不看重这点
补助，看着孩子们从什么都不
会而到能跳舞，进而比赛获
奖，这种获得感让她特别幸
福。

济南一所小学校的校长
说，学校老师参与课后托管工
作，每半个月轮换一遍，增加
的额外负担不算太大。而在杭
州一所小学，老师们约一周轮
到一次。该校负责人告诉记
者，老师们工作一天下来很辛
苦，学校正考虑请志愿者、社
区工作人员、家长等参与管
理。

课后托管得到了家长的广
泛好评，但教育工作者对此有
着清醒认识。“教育不仅是学
校的事，更离不开家庭、社会
的协作合力。学校承担课后托
管，是一项托底的工作，家长
不 能 放 松 对 孩 子 的 教 育 引
导。”济南市槐荫区营市东街
小学校长董庆峰说。

董庆峰认为，课后托管，
关键是要守住为孩子长远发展
着想、满足学生成长需求的核
心理念，这一时间段，不仅要
让家长放心，孩子开心，更要
用于提升孩子素质，开阔视
野。

一些教育界人士建议，政
府提供课后托管服务时可通过
制定课后服务内容正面清单、
负面清单在教育部门备案，对
托管服务进行规范，避免其异
化为课后补课，增加学生负
担。同时，政府应正确处理与
培训机构、市场之间的关系，
把握好度，做到既不缺位也不
越位。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