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讯

昌邑市第一实验小学组织学生写福字。

城镇学校挤、乡村学校弱，乡村学校招不来学生、留不住老师……这是当前教育领

域的一大难题。 近年来，山东潍坊昌邑市加快体制改革和政策倾斜，积极践行学生全面

发展理念，实现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城乡全覆盖，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校。

村超、村播、村咖……

“村字头”IP圈粉无数

近年来，随着乡村全面振兴的持续推进，

许多以“村” 命名的创造性融合越来越多，比

如“村超”“村跑”“村咖”等。 那么“村 +”如何

激活乡村全面振兴“一池春水”， 又会给乡村

发展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2 月中旬，贵州省麻江县举办了一场农事

运动会。 参加运动会的都是当地的村民，独具

特色的比赛项目充满了浓郁的乡土气息。

农运会赛场周边，各类土特产展销摊位，

也格外吸引眼球。 比如， 苗家植物洗发水、黄

玫瑰白菜、苗绣非遗文创产品等摊位上，吸引

来不少游客。

生产苗绣非遗文创产品的公司聘请了当

地有苗绣经验的绣娘，制作的苗绣文创包括公

仔、鞋帽等 6 大类，200 多款产品。 2024 年，产

值超千万元，30%的产品出口国外。

在麻江农事运动会上， 手工灌酸汤的比

赛引发了观众的兴致。

当地一家酸汤公司已经经营了 20 多年，

现有 8 大系列产品、110 个单品， 人气爆棚的

农事运动会，也成为当地特色产品展示推广的

平台。

贵州省麻江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李兰萍：

春节期间，酸汤、蓝莓、文创和非遗产品等一

系列农特产品，销售额超 1200 万元。

在距离麻江 200 多公里的贵州普定，“村

播”发展如火如荼。 村民们将直播间放在田地

里，成为打动网上消费者下单的卖点。

村民陈彬彬一家以前在外打工， 主要做

水电维修之类的工作。 去年 8 月份，回到村里

开始边学边做，成为一名“村播”。 现在他们网

络直播带货一天卖出菜量是以前线下卖货的

10 倍。

“村播”队伍的壮大带火了附近街道的物

流快递点，一些村民忙着打包发货。 村民张朝

维承包了 150 亩地，主要种新鲜时令蔬菜。

从乡村农事运动会到“村播”“村咖”，一

个个“村字头”IP 圈粉无数，带火了乡村、让农

民致富。 （据央视新闻）

闲置农房“活”

乡村文旅“火”

近日， 在湖南省郴州市苏仙区飞天山镇龙

湾村， 一家开在村口的窑烤面包店成了村里新

晋的网红打卡点。 每逢节假日，不少年轻人都会

选择远离城市的喧嚣，在这里享受静谧时光。

“我是在手机上刷到这个地方的，感觉这

里环境很好，休息的时候过来走一走，心情也

变得更好了。 ”游客胡刚一边拍照一边说。

在龙湾村， 乡村消费新业态越来越红火。

除了村口的窑烤面包店，村里还新增了 6 处各

具特色的打卡点。 据村民介绍，一年前村里还

有不少闲置农房，周边杂草丛生。 为了盘活村

里的闲置资产，当地在探索乡村老屋发展新模

式的过程中，根据闲置房屋结构和地理位置进

行分类划片，采用出租、入股等形式 ，引进餐

饮、 民宿等消费新业态， 激发农村消费活力。

如今，焕然一新的龙湾村节假日游客接待量日

均可超千人。

“通过有效整合和利用村里的闲置资产，

村民的钱包鼓起来了，村子的产业结构也随之

发生了变化。 下一步，我们打算在这个基础上

打造乡村旅游新业态，进一步激发乡村发展潜

力。 ”龙湾村党支部书记黄智伟介绍，近年来，

当地积极探索“分类划片 + 多元开发”模式与

文旅产业深度融合，通过创意设计，将闲置地

转型为集旅游、 休闲、 消费于一体的综合空

间，带动乡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苏仙区坚持不懈走好农文旅深度融合发

展路径，以‘老屋唤醒’盘活农村闲置资产，以

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振兴。目前全区闲置农房利

用率显著提升，通过租赁、入股等形式盘活闲

置农房 200 余处，改造率达 65%以上。 ”苏仙区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李玉锋表示，“闲置资

源 + 文旅赋能”的模式不仅激活了乡村经济，

吸引青年返乡创业，更带动了农村上下游产业

联动发展，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

力。 （梁嘉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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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学生课后服务

下午放学铃声响起， 昌邑市

育秀学校的学生大多没有直接回

家， 而是赶往学校各处， 参加烘

焙、版画、无人机等丰富多彩的课

后活动。 得益于教师队伍素养提

升，学校开设50个兴趣社团，让孩

子们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延时

课程。

昌邑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成

员、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李艳

艳说，为解决学生放学早、家长接

送难的问题， 昌邑探索义务教育

阶段课后服务全覆盖， 开设特色

服务课程 700余门 ，5万余名学生

受益。

在此基础上， 昌邑打造课后

服务2.0版本，按照“自愿参与、公

益普惠、共建共享、公开透明 ”原

则，实施全域小学假期托管服务，

开放活动场所近百个， 充分满足

学生成长和家长托管需求。

昌邑还充分利用博物馆 、文

化馆、科技馆、图书馆、非遗教育基

地、实践基地等资源 ，组织假期实

践活动，构建协同育人“教联体 ”，

拓宽育人资源和空间。“这些场馆

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也让大

家更好了解家乡的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对家乡的自豪感。 ” 昌邑市第

一实验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朱

晓琳说。

建一批“家门口的好学校”

“乡村最好的建筑就是学校。 ”

近年来，昌邑实施小规模学校提升

工程，累计投资5.2亿元，新建改扩

建中小学8处， 新建优质学位5450

个，提升40余处小规模学校办学水

平，惠及4000多名农村学生。

昌邑还持续提升教育教学“智

慧化”水平，实施教育信息化升级

改造工程。 在信息化硬件设施的加

持下，昌邑打造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平台，将其命名为“专递课堂”。

“乡村学校的学生可以借助

‘专递课堂’，听到本市其他学校优

秀教师的授课内容。 ”昌邑市教育

和体育局党组成员李晓宁说 。 目

前，昌邑已建设“专递课堂”52处。

“办好教育是最大的民心工

程。 我们要让每一名孩子都享受到

公平优质的教育。 ”昌邑市教育和

体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陆振伟说，

2024年，昌邑成功创建为首批“全

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

推动城乡教师“双向奔赴”

作为一所主要面向农村招生

的学校， 昌邑潍水学校却拥有1名

全国优秀教师 、30多名市骨干教

师。这不是偶然的。早在2015年，昌

邑就实施教师队伍“县管校聘”管

理体制改革。 向乡村学校倾斜职称

（职务）评聘指标、提高乡村教师生

活 待 遇 、 建 立 乡 村 教 师 荣 誉 制

度 ……在一系列举措支撑下，300

余名城区名优教师主动到农村学

校支教。

为推动城乡教师“双向奔赴”，

昌邑还采取定期交流轮岗、跨校竞

聘、学区一体化管理等举措 ，引导

优秀校长和骨干教师向乡村学校

流动，实现城乡教师均衡配置。

2020年以来，昌邑累计引进中

小学 、 幼儿园教师 1497人， 其中

56%的教师被分配到乡村学校任

教。 为了让外来教师在乡村安心教

学 ，昌邑实施教师关爱行动，建成

230套配备空调、电视、洗衣机 、太

阳能等日用设施的周转宿舍，方便

教师“拎包入住”。

陆振伟说，昌邑用好用活政策

资源 ，健全农村教师职称“定向评

价、定向使用”机制，为乡村教育一

线“拴心留人”。 近两年有385名农

村教师被推荐晋升高级或中级职

称，高于城区教师晋升比重。

（邵琨 文 /图）

好学校，建到家门口

村里的事也能“AI+”

最近，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黄旗

滩村村民的“村友圈”又扩大了，这

次 有 了 新 朋 友 ——— AI 助 手“小

耕”。

全国两会前夕 ， 全国人大代

表、黄旗滩村党支部书记薛志龙向

记者介绍，该村使用的“村级事务

管理平台”微信小程序，新增了 AI

助手的模块。点开 AI 助手“小耕”，

它便弹出对话框：“我是小耕，你的

智能小助手，查政策、出点子，通通

找我。 ”

“以往我们写一个活动策划至

少需要两三天时间，现在修改补充

一两个小时就能搞定。 ”薛志龙感

叹，利用 AI 写策划特别高效。

村里的事从“互联网 +”到

“AI+”， 薛志龙觉得能让民意表达

更通畅、更精准，也能减轻基层干

部的负担。村规民约、三务公开、村

庄大事记、党群服务日记、政策法

规等内容发布上网以后，“大家要

是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直接问

AI。 ”

今年，薛志龙计划提出《关于

通过推 动 普 及“数 字 治 理 工 具

+AI” 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

效能》的建议。薛志龙认为，村民借

助 AI 能提出更加具体化、 可行性

强的意见。 他介绍，黄旗滩村共有

459 户村民， 其中 437 位村民入驻

线上平台， 基本做到每户 1 人，且

超过 60%的村民活跃在线上平台

上参与日常互动。

截至 2025 年 3 月， 黄旗滩村

村两委累计已发布 517 条“通知”、

响应 56 件“村民说事”， 并发布

3357 篇“党群服务日记”， 互动信

息累计被村民查看超 77 万次。“AI

能更好地帮助村民把‘抱怨声’转

化成‘金点子’。 ”薛志龙说。

薛志龙认为，AI 能更好地实现

信息共享，帮助村民、村干部找信

息、想办法。比如，帮助村民获取种

养殖技术、防诈骗指南、就业招聘

等信息，提升村干部管理水平和服

务效率。“我们现在的任务不再是

直接解答问题，而是教会更多村民

把 AI 小助手用起来。 ”

黄旗滩村常住人口中 60 岁以

上老人约占 70%，如何让老人学会

使用 AI 是薛志龙将要面临的挑

战。 薛志龙告诉记者，村里 74 岁老

人姚金兰不认识字，现在在“村级

事务管理平台”上特别活跃，“不会

打字，就把语音转文字来留言。 ”薛

志龙觉得， 让村民意识到 AI 的便

捷、高效，“就能像这个线上平台一

样被村民广泛接受、使用。 ”

今年是薛志龙作为全国人大

代表履职的第三个年头。 扎根乡村

的薛志龙，履职、建议也带着“泥土

味”，他有一个村民“心愿记事本”，

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百姓日常所

盼，有的用红笔标注“已办理”，有

的写好解决方案。

薛志龙提出“关于提升农村养

老服务质量”的建议就来自“心愿

记事本”。 目前，黄旗滩村 15 户孤

寡老人统一居住在由闲置学校改

建的集中安置点。“冬天冷，夏天漏

雨，房屋老旧翻修成本高，修修补

补也不是个长久之计，能不能建一

个综合性的养老服务中心？ ”

经过调研，薛志龙发现内蒙古

农村牧区老年人口占比较高。 一组

数据也印证了薛志龙的调研，截至

2023 年年底， 内蒙古 60 岁及以上

老年人口 546.38 万人，占全区常住

人口总数的 22.8%。

规划和建设综合性养老服务

中心 、 定向培养农村养老服务人

才、鼓励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农村养

老产业……薛志龙就此准备了一

份建议，核心想法就一个：保障好

农牧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2024 年薛志龙也就农村养老

提出了建议，很快收到了相关部门

的反馈回复。 当年，民政部联合中

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

部等 21 个部门印发了《关于加快

发展农村养老服务的指导意见》。

（石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