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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本报讯 （记者 双红） 近 日 ，全 国
总 工 会 公 布 了 2024 年 度 100 家 重 点 支
持的工匠学院名单，市总工会工匠学院
榜上有名。

成 立 于 2020 年 的 市 总 工 会 工 匠 学
院，是一所可以同时容纳两千人吃、住、
学、训的现代化产学研培训学院。采用

“总院+分院”的“1+N”办学体系建设，
渐进式发展行业特色分院，先后成立了
家政、餐饮、烘焙、文物修复等分院。目
前，该学院的培训业务涉及企业职工在
岗培训、新型学徒制培训、农民工技能
提升培训、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取证培训
等，培训对象有企业职工、退伍军人、未
就业人员等群体，开设了砌筑工、抹灰工、
模板工、维修电工、计算机程序设计员等工
种，还可组织鉴定建筑行业 15个工种的职
业资格等级证书发放工作。

2024 年 度 全 国 总 工 会 重 点 支 持 的
100 家工匠学院，涵盖多个省份和行业，
旨在通过数智化建设提升工匠人才培养
质量。

本报讯 （记者 高燕） 医疗保障是关
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健康福祉的重大
民生工程。为努力营造全民参保良好氛
围，真正实现“人人参保有‘医’靠，家家健
康享平安”，日前，市医保局多措并举扎实
推进全面参保工作。

近年来，我市不断完善全民医保体
系，稳步提升保障水平，不仅为参保人员
提供了守护健康的屏障，也增强了家庭抵
御疾病带来的风险。为提升群众医保政策
知晓率和参保率，市医保部门组织乡（镇）
卫生院、街道社区医保宣传相关人员开展

参保缴费业务培训，并深入乡（镇）、街道
举办医保常识宣讲会，加强对基层一线医
保宣传人员、经办人员的培训，使其能够
更好地为群众提供医保政策咨询和服务，
推动医保宣传工作深入开展。

同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集中宣
传与常态 化 宣 传 相 结 合 ，全 方 位 、多 渠
道、多形式做好医保政策宣传工作。线下
依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
生院，通过悬挂条幅、张贴宣传海报、摆
放缴费流程以及发放宣传折页等形式开
展宣传，并为群众现场答疑，让群众明明

白白参保。市医保局还制作医保宣传片，
提升群众对医保政策的关注度，确保群
众能够及时了解参保相关事宜，正常享受
医保待遇。

此外，为推进参保精准扩面，医保部
门开展医保宣传进校园活动，面对面给学
生讲解医保参保渠道和待遇政策，鼓励学
生积极参保。对于老年人、残疾人、低收入
人群等重点群体，开展基层医保帮办代办
服务，通过志愿者上门讲解医保政策，现
场演示缴费流程等，从根本上解决重点群
体医保不会办、办不了、来回跑等问题。

“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积极影响是什
么？”讲台上，高一历史教师高鑫星正通过
电子数字一体机导出课件、勾画重点。讲
台下，学生结合图文并茂、重点明晰的课
件，在课本上做好笔记。日前，记者走进市
实验中学高一年级 263班的历史课堂。

在市实验中学课堂上，老师们借助
“数字化”教学资源不断提升课堂教学品
质，全方位、多形式的教学内容让学生目
不暇接。

“相比较传统教学课堂，‘数字化’教
学更显得面面俱到，能包纳和延伸更多
教学内容，全面反馈教学成果，以往无法
及时互动展示的问题也在‘数字化’教学
中 得 以 解 决 。”市 实 验 中 学 相 关 负 责 人
说，“每个班级都有电子数字一体机，我
们结合现代‘数字化’教学场景，通过视
频、图片、声音等多媒体展示方式，让课
堂变得更加丰富，满足了学生多元化的求
知需求。”

轻轻点击触摸式大屏，图文并茂的教
程一目了然，上课、评价、网络阅卷；漂亮
的电子板书、变魔术般的生成性课件；视
频情境播放……如今，这样的数字化教学
场景，在我市各个校园随处可见。

“老师，声音能在固体中传播。”在云
州区倍加造中心小学校三年级科学课堂
上，学生们边敲桌子，边把耳朵贴近桌面，

跟随老师一起做声音传播的实验。
同一节科学课，同一位老师，在云州

区解庄小学、独树小学、西村小学、谢疃
小学、邢庄小学、营坊沟小学 6 所小学三
年级课堂上同时进行，学生们全部盯着屏
幕，跟着老师一起做实验，科学的种子悄
然在孩子们心间生根发芽。

解庄小学、独树小学等6所小学都是云
州区倍加造镇村小，生源少、师资弱，缺乏

英语、科学等学科专业教师，主课任课教师
兼任时普遍力不从心，学生们也难有收获。

倍加造中心小学校是镇上的中心小

学，学校的教学环境优、条件好，教育数字
化也“更上一层楼”。为了把优质教育资源
输送到周边的村小，学校开设了“专递课
堂”，通过一块屏幕，点对点拉近距离，在
互联互通中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以点带面，一校带多校。为了从小培
养学生的科学兴趣和科学思维，倍加造中
心小学校利用数字化教学方式开展科学
教育，让学生在寓教于乐中获取知识。通
过开设“专递课堂”，解决村小“开不齐课”
的问题。

“云端”牵手，让学生们共享教育资
源；趁“数”启航，让孩子们筑梦美丽校园。
教育数字化有力解决了优质教育资源不
足、配置不均衡等问题，促进了教育公平。
这些教学场景只是大同教育“数字化”的
一个缩影。如今，我市各学校不断丰富数
字教育应用场景，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教
育融合发展，推动教学方式和教学管理全
面转型，“数字化”已成为推动大同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本报记者 田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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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孙向阳） 记者 14 日从国
家统 计 局 大 同 调 查 队 获 悉 ，近 几 年 ，我 市
积极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传统文化类节目
以 其 独 特 的 魅 力 ，不 仅 在 传 播 地 域 文 化 、
促进文化交流上起到桥梁作用，更成为焕
发新的旅游体验，刺激和拉动旅游消费的
新引擎，超七成受访市民对传统文化节目
表示感兴趣。

市民如何看待当前传统文化类节目，近
日，大同调查队开展调研，回收的 387 份调
查 问 卷 中 ，60 后 、70 后 受 访 者 占 比 5.94%，
80 后、90 后受访者占比 46.51%，00 后及更年
轻 的 受 访 者 占 比 47.55% 。本 科 生 占 比
67.96% ，研 究 生 占 比 13.44% ，博 士 生 占 比
1.81%。当问及是否对传统文化节目感兴趣
时，感兴趣的受访者占比 71.57%。很多受访
者是通过视频网站、平台观看传统文化类
节 目 ，新 媒 体 平 台 赋 能 传 统 文 化 传 播 ，不
仅 让 更 多 的 人 以 极 其 便 捷 的 方 式 感 受 到
传统文化的魅力，更让传统文化得以在更
广 泛 的 范 围 内 被 认 识 、学 习 和 欣 赏 。旅 游
景区推出的传统文化类节目备受欢迎，如
我 市 紧 贴 地 域 特 色 ，向 地 方 民 俗 文 化 深
挖，推出的古建筑斗拱拼接、壁画临摹、楹
联 石 碑 书 法 及 石 碑 石 刻 拓 印 等 系 列 研 学
体验活动，吸引游客体验辽金文化；平型关
大 捷 景 区 推 出 的 情 景 剧《红 军 颂》备 受 关
注。在传统文化类节目上，有社火展演、天
下大同、王府曲艺、古彩戏法等传统文化类
节目，为游客呈现出一幅生动、立体的文化画
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传统文化类节目感
兴趣的受访者占比 81.91%。

15 日，2024 山西省武术世界冠军进
校园志愿服务活动走进平城区十八校，
开展主题志愿服务。由山西省武术协会
选派的太极剑世界冠军、太极拳世界冠
军崔碧晖，运动健将宋晨阳、袁玉娇与

大同市武术队的运动员们一起与该校
师生近距离互动交流，进行武术运动项
目普及推广，传播体育精神文化。

图为崔碧晖指导学生动作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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