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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
到中益乡小学调研“两不愁三保障”工
作时强调：“要保证贫困山区的孩子上
学受教育，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年。”
如今，短短两年多的时间，这所大山环
抱下的乡村小学从原来的深度贫困乡
小学，正向着最美一流乡村小学蜕
变。蜕变的背后，是我市教育扶贫的
缩影，也是中益乡小学校长刘斌带领
全校师生不懈努力的结果。

48岁的刘斌是土生土长的石柱
人，2019年10月，他受命来到中益乡小
学校，担任校长一职。从上任第一天
开始，他既倍感荣幸，也深感自己身上
的责任重大。

中益乡小学位于重庆市石柱土
家族自治县东北部山峦重叠、沟壑纵
横的村镇之中，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面临校舍简陋、办学水平低、生源流
失等诸多突出问题。刘斌上任后，充
分利用上级各部门投入的建设资金，
不断完善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及改善
教学设施设备，为学校发展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目前，学校改建综合楼和宿舍楼
2121平方米，新建幼儿园1349平方米，
新建塑胶运动场1370平方米，我们还
增设了远程式教学设施、科技馆、录播
室、书法室、实验室等，孩子们享受到
了跟城区学校同样的硬件配套设施。”
刘斌告诉记者。

基础建设得到完善后，如何将全
民科学素质的提升与学校日常工作
融合便成为中益乡小学校面临的又
一课题。

任职以来，在县科协，县教委，中
益乡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刘斌牢固树
立服务意识，当好老师们的带头人，深
入工作第一线，带领全体教职工，全面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和指
示。在各级科协组织指导下，牢固树
立科技与教育互促、共生意识，不断探
索“四乐”幸福校园建设、科技素养普
及“四融合”模式、“四导四向”促“五

有”好少年育人模式，同时，全面落实
全民科学素质的宣传、提升和实践。

“为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工作落
到实处，确保学校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计划顺利实施，学校成立了以校长为
组长，分管教育教学副校长为副组
长，各班主任和各科学老师为成员的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领导小组。”刘斌
介绍。长期以来，学校利用集合集
会、班队活动、国旗下讲话、家长会等
契机，积极主动开展全民科学素质普
及、提升宣传工作；利用教师周前会、
教研学习等，重点落实教育教学与全
民科学素质提升融合研究，不断探
索、总结科学素质提升与学科教学的
互补、共生。

除此之外，近年来，中益乡小学结
合学校地处农村实际，积极争取重庆
市科协、县科协支持，开展“科普知识
进校园”“科技巡展”“蜜蜂探秘”等科
学素质提升实践活动。重点突出“节
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安全
健康、促进创新创造”等科普内容。在
全校营造出了“学科学、爱科学、讲科
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提升了学生
科学创新能力和综合能力。

在刘斌和全校师生的不懈努力
下，2019年学校荣获教育部“全国教育
系统先进集体”，2020年荣获“全国乡
村温馨校园”。2019年以来，学校先后
被教育部确定为“体育美育浸润计划
项目学校”“数学文化实验学校”，被重
庆市教委确定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实践基地”“小学课程创新基地”，被
石柱县科协确定为“青少年人工智能
学习平台应用示范学校”。

“目前，学校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但是全民科学素质提升任重而道
远。今后，我们还要不断强化服务意
识，不断探索科学素质普及、提升与学
校教育教学相融合的工作模式，为普
及、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持续发力。”对
于学校未来发展，刘斌有了更加坚定
的目标。

刘斌：

科技与教育融合
提升学生科学素质

本报记者 樊洁

刘斌正在研究教育教学方案。 （受访者供图）

田博文：

牢记师道初心
践行素养育人

本报记者 刘代荣

田博文（中）与学生们享受课外科普活动的快乐。 （受访者供图）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全
球超过 1.5 亿学生的学习受到影响。
面对疫情，如何让学生的学习尽可能
减少影响？“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
的网课教学模式从此诞生了。

“从那时起，包括巴蜀中学校在内
的绝大多数学校，都推行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教学模式。”重庆巴蜀中学校教师
田博文说。

为此，作为重庆市化学化工学会化
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的田博文，
受学会和学校指派，负责牵头启动了“同
抗疫·云展示·共成长”的公益大课堂。

“当时，线上教学还是一个新鲜事
物，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一切都得从
头开始。”田博文说。

说干就干，从确定做第一期公益
直播开始，田博文几乎没有休息过，废
寝忘食地钻研“互联网+新技术”，48小
时后终于突破难题，直播课上线了，但
他却累倒在床上，整整睡了10个小时。

公益直播课安排在周末 19:00—
21:30，这个时间是用网高峰，为了保证
直播顺利进行，田博文带领直播老师
们反复预演，保证各个环节畅通。

“公益大课堂播出后，我们全体教
师都没有想到，社会反响非常好。”田
博文自豪地说。

而今，“化学公益大课堂”吸引了
重庆35个区县139所学校289位老师
投身公益科普活动。“化学公益大课
堂”也走出了重庆，北京、上海、广东等
30多个省市的30多万人通过线上观
看，整合了252个课程资源，受到社会
广泛好评。

多年来，坚持化学公益教育，源于
2003年田博文在开县（现开州区）西
街中学支教时亲眼目睹了川东北气矿

“12·23”天然气井喷事故，数百名群众
在井喷事故中死亡。死亡的主要原因
是硫化氢气体中毒。

“硫化氢是一种急性剧毒，吸入少
量高浓度硫化氢可在短时间内致命。
低浓度的硫化氢对眼、呼吸系统及中
枢神经都有影响。”田博文介绍。在发
生硫化氢气体泄漏下，人们应该怎样
防护？要有科学的防护知识和科学的
施救措施。

他说：“作为一名中学化学教师，
有责任、有义务传播科学知识，让更多
的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学习科学知识、
掌握科学知识、用好科学知识。”

从那时起，身为化学教师的田博
文就身感责任重大，坚定以科学知识
传播和普及科普知识为己任，用所学
化学知识帮助大家解决日常生活遇到
的问题。

“田博文任教20年来，守护着教
师的初心、学生的童心、教育的创新，
不仅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还
坚持传播科学知识，提升青少年科学
素养。”重庆巴蜀中学校王国华校长如
是赞扬田博文。

重庆巴蜀中学校党委书记舒义海
介绍，早在2010年，田博文就自筹经
费组织了“2010年重庆爱心夏令营”活
动，邀请他老家的10个孩子，利用8天
时间到重庆游览重庆科技馆、大剧院、
图书馆等，开阔孩子们眼界，增长孩子
们的见识。

2012 年，田博文拿出 5 万元的积
蓄，在江津区慈云镇刁家社区用活动
板房搭建起田园书屋，为留守儿童打
开了一扇阅读之窗，为农村孩子提供
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2018年3月 12日，微软全球教育
者交流大会在新加坡举行，田博文是
重庆第一位教育者参会代表，也是中
国8位代表之一。在会上，田博文感
慨地说：“作为一名教师，最重要的是
培养人才，而培养创新人才更是教育
的根本。”

近年来，田博文先后到四川、贵
州、西藏等地的学校进行专题讲座和
开展示范课，共40多场，将科学素养
的种子播撒到更远方。

而今，在“双减”政策下，孩子们更
需要吸收科学养分。田博文每天坚持
让学生课前站着大声朗读3分钟，提
升精气神，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

采访结束时，田博文表示，作为
巴蜀中学校的一员，所有的成绩离不
开学校领导、同事的关心和帮助，未
来他将一如既往践行初心使命，用责
任、担当、情怀、感恩书写教育追梦人
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