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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学课堂同融学课堂同
课异构活动课异构活动

目前，学校教育质量在全区处于前列，2019年、2021年两次被市教育局评为“教育教学工作先进单位”，教育事业发展开创了
良好局面。学校将秉承“为有品质的生活而读书”的办学理念，瞄准“区内一流、全市前列”的发展定位，坚定不移聚焦质量提升，全
力打造全区一流书香校园和全市优质示范初中。

——淮安市清河实验中学阅读课程实施暨高效课堂构建活动侧记

■通讯员 韩旭升

努力构建时空交织的阅读课程体系

近年来，学校发生了一些变化：学生更喜
欢读书了，开始系统读书了，年级的读书分享
会几乎每月都有；老师也开始进行任务型阅
读了，其中，读书征文竞赛就是最具代表性的
呈现方式之一。

近两年，学校累计组织4次教师读书征文
竞赛，文章质量层层提升，优秀作品脱颖而
出。去年5月，学校选取前两次征文竞赛的优
秀作品装订成集；最新的第二本文集也已进
入文本校对阶段，近期将与师生见面。

“为有品质的生活而读书”已成为广大师
生的共识，并逐渐内化为学校的办学理念。

学校通过激发教师的读书热情，带动莘莘学
子徜徉书海，成就人生。

学校举行“广阅读”活动启动仪式，邀请
阅读专家、著名作家为师生开设讲座。用心
建设开放书吧、加快阅读课程构建、大力开展
经典诵读、实质推进读书竞赛、组织系列读书
分享活动，推进全员、全程、全面阅读，推动读
书活动走深走实。

学校从构建阅读课程体系抓起，按时间
轴构建“任务晨读—书吧选读—晚延站读”课
程体系；按空间轴构建“书吧自由阅读—报告
厅拓展阅读—课间零星阅读—语文课指向阅

读—家庭亲子阅读”课程体系。通过多个时
间点、空间点的交织，形成阅读课程的时空覆
盖面，让阅读课程成为学校的基本课程。

阅读在校园蔚然成风，无论是在林间小
道，还是在绿茵赛场；无论是排队等候，还是
食堂就餐，处处都能看到师生阅读的身影，闻
到图书的芳香。

走进校园，一股浓郁的书香气息扑面而
来，教学区的一块块经典牌匾、一个个文化书
柜、一条条读书连廊吸引每一个读书人驻足
观看，感受精神驿站的惬意与从容。

全力搭建比学赶超的课堂教学舞台

学校创优教师队伍、强塑教改导向、引领
奋力拼搏，形成自己的高效课堂模式。

学校以“融学课堂”5G模式为参照系，在
七年级、八年级分别设立两个教改实验班，由
中层干部担任班主任，加大力度，积极探索自
主高效课堂模式，以期尽快推广。以教改班

为核心，坚持每周组织一次备课组内“同课异
构”，开办教师沙龙，开展跨行听课、同行评
价。结合5G标准，逐一对照，逐课点评，保持
优点、改正不足，不断提升优化，还教学的本
来面目，给学生以充分自主，在学中寻求快
乐、在乐中寻找自信，让学生回归本真。学校

每学期举行的教干公开课、骨干教师风采展
示课等以5G为评价指标，开阔教师的教学视
野，激发教学热情，提升教学能力。教师之间
互相学习、不吝赐教，研究考纲、摸索考点渐
成风气，形成比、学、赶、超的生动局面。

清河实验中学
是清江浦区委区政
府投资 1.8 亿元打
造的一所现代化的
初级中学。学校环
境优美、师资雄厚，
现有省优秀班主任
2人，市基础教育专
家组成员1人，区首
席教师9人，区学科
带头人6人，区骨干
教师、教学能手 16
人，从区联盟校北京
路中学引进骨干教
师 15人，区内交流
引进骨干教师30余
人。学校先后获得
“江苏省示范初中”
“江苏省德育先进学
校”“江苏省平安校
园”“淮安市教育教
学先进单位”“淮安
市书香校园”“淮安
市文明校园”等荣誉
称号。

中考誓师大会中考誓师大会

读书分享活动读书分享活动

■融媒体记者 张小燕
通 讯 员 史志荣

本报讯 当前小龙虾供需两旺，
大虾价格呈稳步回升态势，我市小龙
虾“繁养分离”技术推广初见成效。

从市农业农村局本周农产品价格
监测情况看，2-4钱小规格虾塘口价
格8元/斤，同比下降11%。中大规格
虾价格上涨幅度较大，其中4-6钱中
等虾15元/斤，同比上升7%；7-9钱
大虾27元/斤，同比上升10%；一两及
以上超大虾47元/斤，同比上升14%，

“养大虾”效益明显提升。
近年来，为进一步推动产业发展，

保障市场供给，提升养殖效益，我市积
极推广小龙虾“繁养分离”新模式，推
动全市龙虾养殖由“大养虾”量的扩张

向“养大虾”质的转化。市农业农村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繁养分离”模式将
苗种繁育和商品虾养殖分开，改“一次
放苗、多年养殖”的粗放式养殖为“繁
养分离、精准放养”的高效养殖，为标
准化养殖、苗种选育、良种繁育提供现
实基础，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据悉，今年我市稻虾综合种养面
积112万亩，目前小龙虾“繁养分离”
技术应用面积19.2万亩，技术应用率
17.14%，较去年提高近 10 个百分
点。15万亩小龙虾池塘养殖面积中，

“繁养分离”技术应用率达90%。截
至目前，全市共举办小龙虾“繁养分
离”技术推广培训会8期，总计培训
484人，技术推广应用面积持续上升，
预计到“十四五”末将达70万亩。

■通 讯 员 席树兵 殷 洁
融媒体记者 王 舒

本报讯 日前，记者从市住建局
获悉，1-4月，我市完善区域路网工作
有序推进。

据介绍，完善区域路网是2022年
市政府为民办十件实事项目之一，主
要目标任务是实施清隆桥改造及天津
路接线，清安路、创业路、三亚路里运
河桥、临河路、沙荡路、洪东路及长江
东西路改造等项目工程。在市住建局

的统筹协调、业务指导、督查推进下，
各项工程进展顺利，其中，清隆桥改造
及天津路接线工程完成立项等前期手
续办理，正在进行施工招标工作；清安
路（东风路-石桥路）工程下层沥青已
完成，正在施工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
沙荡路工程、临河路工程、洪东路工
程、长江东西路改造项目均已复工；三
亚路里运河桥西侧引桥挡墙主体结构
完成，东侧引桥基础系梁钢筋、模板完
成；创业路雨污水管道完成，灰土结构
层正在施工。

■融媒体记者 何 渊

本报讯 “走！上我家看看！”5月
28日上午，在淮阴区刘老庄镇杨庄新
型社区，杨庄村村民张德林高兴地领着
记者参观他的新家。

“一梯两户、水电气入户、电梯很快
也装好了……”张德林一边走一边介绍
着自家的新房。“集中安置的时候，我补
了11万多，选了个最大的，敞亮！”说话
间，记者来到了张德林家里。推门而入
就看到宽敞的厨房和餐厅，朝阳的客厅
和两个卧室采光充足，有两个卫生间，
户型十分合理。“一点不比城里的差，装
修差不多了，马上就能住进来。”张德林
对即将入住新房十分期待。

规划建设410户的杨庄新型社区

是杨庄村居民在镇上的集中居住小
区。今年交付以后，不少像张德林这样
的村民装修新房。走进小区，白墙灰瓦
式的建筑风格，充满了乡村韵味，装修
房子时机器打磨的声音、村民们装修新
房的身影又让小区充满了红火的生活
气息。

记者发现，虽是装修高峰期，却没有
装修垃圾乱堆乱放的现象。杨庄村党总
支书记杨波告诉记者，“洗脚上楼”后农
民们改善的不仅仅是住房条件，更要改
变的是生活行为习惯。现在，小区内禁
止燃放烟花爆竹、毁绿种菜等。村里还
出台了村规民约，加强乡风文明建设。

“禁”的内容明确了，如何“管”到
位？杨波介绍，小区成立了物业，除了
提供物业服务外，还对村民们入住后的
行为习惯进行规范管理。“我们还不收

物业费。”杨波说。
不收物业费，如何运营？杨波告诉

记者：“收取物业费是很多小区的难题，
我们在集中安置的时候就跟村民约定，
每家拿出1亩地流转到村集体，每年的
八九百元租金作为物业费、电梯费，由
村集体统一经营土地、出钱运营物业。
村集体流转约410亩土地，规模种植一
麦一稻，一年亩均收入1500元左右。
除去物业费等费用后，还能增加村集体
收入，有了钱就能为老百姓办更多事。”

思路一变天地宽。新小区需要服
务配套，杨庄村设想寻找第三方合作，
村集体领头开办一个集食宿于一体的
酒店。“婚丧嫁娶宴请、来访亲友住宿都
能在这里解决。”杨波告诉记者，村里大
概测算了一下，如果开办起来，村集体
收入还能再增加20万元。

安居后如何乐业？在元吉家庭农
场记者看到，数百只白色的山羊、围网
中溜达的土鸡在绿树掩映下尽显田园
风光。元吉家庭农场负责人袁雨明告
诉记者，他在村里流转了115亩土地，
将建设规模化的养鸡场，年产值预计
400万元，带动用工十多人。“工人都是
杨庄村村民，每月工资2000多元。”袁
雨明说，选择投资杨庄村，就是看中该
村优质的交通优势和良好的生态环
境。“京沪高速和302县道在这里交会，
方便我们未来运输肉鸡，良好的生态环
境也能够保证养殖的品质。”

“去年村集体收入约40万元，等这
些设想都落地落实后，我们有信心用三
年左右的时间让村集体收入达到100
万元。”杨波信心满满地说。

农房改善，改变的不仅是住房
淮阴区刘老庄镇杨庄村打造宜居宜业新农村

现定于2022年6月2日0：00对新建贡兴联络线（黄楼村、卫东村、

发茂村、乾益村、郭湾村、祁大庄村、马北村）接触网送电，届时贡兴联络

线上述范围内的接触网及其相连部件均带有27.5千伏高压电，沿线广

大群众、各单位施工人员不得接近和触碰接触网，严禁抛掷物品，严禁

在铁路上行走、逗留，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

2022年5月25日

公 告

由“大养虾”到“养大虾”

我市小龙虾“繁养分离”技术推广
初见成效

我市完善区域路网工作有序推进

智慧防疫
为有效减少人员接触、节省人力物

力，最大限度保障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
师生的健康安全，淮阴工学院外国专家
工作室团队发挥技术优势，开发智能机
器人，助力校园疫情防控。图为日前，首
席外国专家Amir博士带领师生们进行
研究。

■融媒体记者 王 昊
通 讯 员 杨 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