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心”方能成功

付出才有收获，用“心”方能成
功。这是许英信奉的职业原则。

音乐教育专业毕业的许英，整
整 7 年站在了语文课堂的讲台上。
隔行如隔山，怎么办？用“心”应
对！她一头扑到教材研究上，并虚
心向身边同事讨教，尽快熟悉教材；
一头沉到学生中，了解学生情况，以
学定教，精心备课。很快，她的课受
到学生喜爱，还代表东关学区参加
了全区青年语文教师课堂评比，受
到了同行们高度肯定。

不久，许英又担任了班主任。
她更用心了，大量研读班主任管理
方面的书籍，积极开展家访，集思广
益制定班级管理制度，那几年晚办
公成了她生活的日常。一分付出就
有一分收获。她所带班级班风正，
学风正，班级中有 6 名学生考上了
重点高中。

许英在学校音乐教育上同样倾
注了大量心思。相对城区，农村孩
子对音乐美术之类的课程比较陌生
和疏浅。为此，她充分运用学校现
有的教育教学资源，每一堂音乐课
有效调动学生的注意力，使其保持
相对的稳定性；同时充分激发学生

的情感，使他们产生愉悦的心境，创
造良好的课堂气氛。她所执教的九
年级欣赏课《隐形的翅膀》在“一师
一优课”评比中，均获绍兴市、浙江
省一等奖；相继获区中小学教学案
例评比获三等奖、区优质课评比获
区一等奖等。

许英及时整理自己所教所感所
悟，撰写成文，屡有收获。她撰写的
音乐学科主题论文《绿叶对根的情
意——浅论流行音乐在初中课堂中
的“四度”》获区中小学学科主题论
文评选一等奖，音乐学科论文《琴

“心”合璧 共鸣有声——浅谈钢琴
演奏中的“用心”演奏》获区论文评
比三等奖；撰写的论文《浅谈初中音
乐欣赏教学》在《新课程》杂志发表。

创“新”才能推进工作

农村学校，只有注重“五育并
举”，才能更好地呵护孩子们全面成
长。基于这一理念，许英十分看重
艺术教育，并着力创新，切实践行

“活教育”理念。
许英倡导建立学校合唱社团，

起初一些家长不理解，认为社团时
间占用了学习时间，排练可谓是举
步维艰。于是，她主动跟家长们沟
通，利用双休日和长长的暑假组织
学生排练，雷打不动地定期排练。

有一年大年三十夜，她依然陪着学
生准备赴区里参加舞蹈比赛。

同时，许英着力抓好艺术社团
培育和教学。她主动拜师省市级专
家，积极探索，大胆实践，根据学生
整体艺术水平特点，因材施教，努力
寻找适合孩子们的训练方式和方
法。在教学过程中，从学生的角度
出发，从实际生活出发，发挥学生的
个性、潜能，指导学生掌握学习的方
法，激励更多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
究。她辅导的合唱节目《sing sing
sing》《四季的问候》相继获区文艺
汇演一等奖，辅导的舞蹈节目《守
望》《融》分获绍兴市中小学生艺术
节比赛一等奖和三等奖。

2017 年 9 月，许英调任小越街
道中学副校长，分管学校德育和艺
术工作。她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
心力抓分管工作，践行“行走管理”
口号，走到教师中间，走进班主任队
伍，合力推动工作不断出新，学校德
育微创新案例获上虞区一等奖、绍
兴市二等奖；班主任撰写的禁毒案
例获绍兴市一等奖；学校申报的乡
情文化学习社被评为区优秀学生社
团；2018 年，学校高分通过绍兴市
文明校园复评，并荣膺德育工作先
进集体、艺术教育先进集体。

通讯员 昀雪

许英：做最好自己 育最美花朵

优质服务在行动
——“优质服务月”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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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陪餐制
为更好服务学生，区职业教育中心不

断完善学生餐厅领导陪餐制，做到一看窗
口现场、二品饭菜质量、三听学生反馈，对
发现的问题及时责令整改。

通讯员 一兵 摄

家校联手促服务
结合优质服务月活动，上浦镇中日前

加大与家委会联手，商议服务学生和家长
新举措。 通讯员 肖范 夏意娟 摄

家校互动
近日，驿亭镇中邀请中国家庭教育知

识传播激励计划讲师团特聘讲师周仁娣到
校，为学生家长带来一堂以《家长的榜样与
孩子的成长》为主题的精彩讲座。

当日，各班班主任、科任教师与家长进
行互动活动。 通讯员 戴红 摄

新生家长会
近日，永和镇中心学校一年级、七年级

近两百位学生家长兴致勃勃地进入学校报
告厅，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家长会。

记者 万均 通讯员 刘剑波 摄

2001年 9 月参加教育

工作以来，许英

老 师 在 道 墟 街 道 中 学 从 教 16

年，始终坚守在教学第一线，期

间担任多年班主任工作，勤勤恳

恳，获评区德育工作先进个人、

综合先进个人、区共青团先进个

人等，执教的课《隐形的翅膀》在

一师一优课评比中均获绍兴市、

浙江省一等奖，并喜获部级“优

课”称号；调任小越街道中学副

校长后，践行“行走管理”，走到

教师中间，走进班主任队伍，狠

抓学校德育力量，学校的德育和

艺术教学硕果累累。

提高“门槛”
从源头保证食品配送安全

12 月 13 日清晨 6 点 30 分，一
辆标有“金禾配送”字样的车辆缓
缓驶入区职业中专学校食堂卸货
验货专区。该车辆为密闭厢式小货
车，安装有卫星定位装置和车载监
控摄像头。由此，区职业中专近
3300 名师生一天的食品原材料如
期配送抵达。

在学校值班行政罗灿带领下，
验收员沈吉、柯军峰逐一进行认真
验收。沈吉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

“校园食品源头严把控，安全才能得
到更好保障。”

学校饮食应从源头抓起，从食
堂物品集中配送入手。2012 年 8
月，我区创新探索中小学、幼儿园食
堂大宗物品集中配送新路，学校食
堂食品实施集中采购新模式，全区
集中配送学校分为 6大片区，实行
分片“综合配送”，尝试探索出一条
新路，也积累起不少好经验。

2016年，全区学校食堂物品集
中配送又有新动作：新一轮食堂大
宗物品配送仍采用“集中综合配送”
模式，但大幅提高配送企业准入“门
槛”，让设施完备、经验丰富、安全保
障有力的企业进入学校食堂配送工
作。最终入围的 3家配送企业，两
家注册资金超千万元，各配送企业
的农残、药残检测设备设施齐全，配
送车辆都为封闭的厢式货车并装有
卫星定位装置和监控摄像头，配送
场地宽敞清洁，功能区域分布合理，
操作流程规范有序。

随着准入“门槛”提高，教体系
统对配送食品要求同步提升，明确
规定：一是蔬菜必须新鲜，完整，净
重，并有农残、药残检测合格报告。
二是猪肉、禽肉必须新鲜，观感好，
猪源、禽源健康，经动物检疫和定点
屠宰。三是散装初级农产品必须是
三证齐全、SC认证的产品，要索取
产地证明、质量承诺书或检测报
告。四是定型包装食品必须提供生
产企业营业执照、生产许可证、产品
检验报告和合格证明及SC认证、绿
色食品等强制认证证明。五是配送
的辅料必须索取生产企业营业执
照、生产许可证、产品检验报告和合
格证明。六是配送食品提档升质，
大米采用小包装的一级米，食用油
采用非转基因的一级菜籽油，坚决
杜绝无 SC标准的相关食品进入学
校食堂。

2017年9月，我区呵护学生“舌
尖上的安全”又出惠生之举：实施

《学生伙食改善专项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公办中小学、幼儿园在校学
生享受专项资金补助。

系列创新而务实举措出台，确
保了学校食堂物品源头安全，也推

动配送物品纳入规范管理轨道。

管理“升级”
密织食品安全监管网

今年，猪肉价格曾一路走高。
为进一步完善学校食堂大宗食品统
一配送管理工作，更好地掌握原材
料价格市场波动情况，教体局适时
出台《教体系统大宗食品配送指导
价管理实施办法》，确保学校食品采
购安全、质优、价廉，进一步提高指
导价确定的科学性、合理性，更好维
护了广大学生“入口率”。

多年来，教体系统多管齐下，力
促学校食堂饮食管理不断升级，监
管网不断完善：

——集聚合力促安全。教体局
主动与市场监管局、农业农村局等
职能部门联系，互相配合，密切联
系，联手加强对各配送企业日常监
管，开展一月一次现场突击检查，建
起配送物品不定期抽样检测制等，
建立配送企业采购电子台账与市场
监管局食品流通科联网等。

——上下联动强管理。教体局

建起食品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每学年初，教体局与各校签订《饮食
安全管理责任书》，全面实施食品卫
生量化分级管理，实行饮食安全事
故“一票否决制”。各中小学、幼儿
园建立食堂管理工作组、监督组和
指导组，职责明确，配合紧密，记录
详尽，从而构建起“一把手负总责、
分管领导具体负责、职能人员直接
负责”的饮食安全工作网络和责任
机制。

——创新管理促规范。全系统
编制《学校食堂食品安全检查记录
表》，上列 48条标准化安全监管要
求，每天由校方管理人员深入食堂
检查落实情况，每周对48条要求逐
一检查到位，作好记录和反馈。创
新制定并出台色标管理评定标准，
对食堂涉及的设施、用品、用具，要
求使用红、绿、蓝专用颜色予以标
注，动物类的工具用红色标注，植物
类的工具用绿色标注，水产类的工
具用蓝色标注，实行定位存放、分类
使用；推行食堂食品切配工用具色
标管理，要求食堂从业人员严格规
范使用，确保加工操作规范化，不断
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突出重点抓监控。注重突
出时段监管，重点加强期初、期末、
中高考及季节变换等敏感时段食品
安监。每学期初，多部门联合对学
校食堂进行地毯式检查和指导；每
学期末，抽调专门人员开展考核和
督查。中高考考前、考中两个时段，
对所有考点学校食堂及商店、饮用
水情况等开展专项检查，中高考期
间还请区市场监管局餐饮稽查大队
派专人驻点，做到中高考饮食监管
无盲点。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记者 万均 通讯员 盛杰

倾心呵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教体局全力守护学生饮食安全工作纪实

安全无小事。学生饮食更非小事。今年以来，教体

系统全力守护学生饮食安全频出实招：暑期，财政投入

2000 万元，对学校食堂进行专项改造；今年新推行《教体

系统大宗食品配送指导价管理实施办法》，更好维护学生

利益；秋季开学，将农村义教段困难学生营养餐资助标准

提高至 800 元到 1000 元；11 月始，教体系统全面启动第九

轮校园饮食“优质服务竞赛”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