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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奖的背后：十年磨一剑的收获
天道酬勤。同一所学校一年内获得两项教学成果特等

奖，决非幸运之神偶然降临，恰恰是青岛市中心聋校多年践行
“抓两头，夯中间”教育方略，十年磨一剑的必然收获。所谓
“抓两头”就是重点抓好听障学生的入口和出口，即听觉言语
康复和以职业教育为主的高中阶段教育；“夯中间”是指夯实
各学段基础文化知识技能，立德树人，实施“一生一案”个别化
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让有听说障碍的儿童通过言听干预，建立“能听会说”的
语言能力，从而进入普通幼儿园或中小学随班就学；让中重度
听障学生掌握一专多能的职业技能，具有主动融入社会的立
身之本；在这里，听障青少年实现了教育平等，具备了参与社
会建设的职业能力，为终身发展奠定了基础。

学前康复：让孩子回归普通校园
如果不是耳边的助听器，很难相信快乐嬉戏的小杨有先

天的听力障碍。
“孩子现在能和普通小朋友一起学习，多亏了中心聋校。”

小杨妈妈感激地说。在小杨两岁半的时候，她怀着试一试的心
态，将当时难以正常吐字的孩子送到了这所学校。经过一年多
的康复，小杨令人惊喜地实现了顺畅交流，成功入读普通幼
儿园。

这正是聋校学前教育的使命：在听障儿童语言发展的关
键期，通过综合康复，改变了“十聋九哑”严酷现实，让他们回
归了正常孩子的生活。

然而，跨越无声与有声的边界，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过
程。纵然拥有先进设备、一对一的康复方案和集体游戏的语
境……特教教师的付出也是难以想象的。“纠正‘嘚嘚’和‘哥
哥’两个读音，就需要重复上百次。”校务助理耿晓丽表示，但
千千万万遍地教，我们也甘之如饴。我们用爱心、用专业陪伴
这些孩子。

拥有先进设备和科学课程，再注入温暖的师爱，教育就有
了灵魂。近十年来，该校康复中心将百余名听障儿童送入了
普通学校，改写了他们的成长轨迹。

职业教育：让学生更好立足社会
如果孩子已经固化了言听缺陷，难以回归普通学校就读，

怎么办？
这正是中心聋校稳抓的另一头：职业教育。“背着一个书

包进来，怀揣多门技术出去”，让学生获得立身之本，平等参与
社会生活。

根据听障学生的特质，学校开设了服装、烹饪和工艺美术
3个主专业，增设了人工智能、电商、汽车美容和酒店管理等
选修课。学校“请进来”业内“工匠”“大师”授课，在老师的带
领下“走出去”开展 10个月的实训，通过顶岗实习，让他们树
立自信，适应社会，为职业生涯搭建桥梁。

“走出这一步，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和压力是具有挑战性
的。”回忆起 2010 年确立顶岗实习时的经历，刘本部深有感
触。在当时，这样大胆放手让残疾学生直接走入社会顶岗实
习，全国罕见。为了保证质量，学校和企业进行了细致的洽
谈，从人身安全、管理方式到生活安排等等，还培训了企业主
管日常手语。同时，指导老师定期到岗巡访，线上实时监控，
有事情，一个电话就会赶到现场。“曾经一个叫小雪的孩子，脾
气倔得很，实习期间连续两次出走。”刘本部回忆道，“老师半
夜才找到她，家校企协同，才把问题解决了。”

一路走来，青岛市中心聋校实现了学生 100%的就业率，
创建了 30多家实习基地，不乏海尔洲际、船歌鱼和铭家餐饮
等企业。不少孩子选择了创业，拥有了自己的西点或服装店，
他们用双手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

全国特殊教育先进单位、山东省教学示范学校……诸多
荣誉彰显着这所学校的教育厚度。“有句名言说的好，‘面对我
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刘本部感慨，“在这里，
我们将永远守护教育的本心。”

青岛市中心聋校：

无声师爱，让听障孩子有出彩人生
□青报教育在线 陈晓晗

每个班级都是一所家长学校
北京路小学一直在办“两所学校”。一所是致力于学生发

展的学校，另一所是与学生共同成长的家长学校。老师们达成
一致共识：爱孩子是父母的天性，但是会爱孩子是一门科学，办
好家长学校对于促进家校教育理念协同、行动一致，让孩子获
得全面健康的发展至关重要。

为此，学校立足教育实际，探索出了一条家长学校办学的
新路径——将家长学校办在班级里。学校现有 64个班级，每
一个班级都对应着一所家长学校。这样的办学模式不仅架起
了家校之间、家长之间沟通的桥梁，更便于班主任、科任教师有
针对性地指导家庭教育实践，凝聚家校育人合力。

“家长学校每一次的开课，都像一场‘及时雨’，破解了我们
在子女教育上的难题。”作为家长学校“老学员”，四年级六班韩
梦潞同学的妈妈对家长学校开设的课程深有感触，每学年她至
少要上 4次课，学习内容涵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
进法》重点内容解读、如何培养孩子良好读书习惯等。学校以
科学的课程体系作为家长学校的重要支撑，针对不同学段，学
校利用学校资源、社会资源、网络资源，开设不同课程适配家长
科学育儿所需。例如，面向一年级家长学校的学员，开设主题
为《开学一周慢慢来》的“幼小”衔接过渡性课程，并就调研收集
到的家长最关心最焦虑的 10个问题开展专业指导；面向六年
级毕业生的家长学员，家长学校组织上好“小学生家长最后一
课”，引导家长正确认识“小初”衔接，先人一步做好“学习准备”
和“心理建设”。

家庭教育突显“合作”特色
“合作”是北京路小学办学的鲜明特色。这一理念也延伸

到了家校共育工作中。2022 年 2 月，北京路小学申报的青岛
市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课题《双减背景下，家校合作的现

状及发展对策研究》开题，“合作教育”成为了课题研究中的
关键词。

副校长陈建香介绍，在家长中间组建学习社区的“学习共
同体”是家长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活动的形式之一。家长学校根
据学生情况、居住范围等将全班家长分为十余个家庭教育学习
交流小组，组内所有工作都由“家长组长”统筹安排，小组“抱
团”合作育儿。如，家有二宝的家庭分为一组，新手家长分为一
组，每个小组成员既是学员又是老师，互相学习“育儿经”，真正
实现家长的自我教育、自我成长。

同时，作为青岛市优秀家长学校、青岛市家庭教育示范学
校，北京路小学注重发挥家教的“榜样力量”。每学期都会评选
出“书香家庭”“十佳魅力家长”，重点挖掘先进典型的家规家
训、家庭故事，让好家风带动好学风，让校园成为风清气正的文
明传承地。

汇聚家校社丰富育人内涵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北京路小学开拓出了家校社协同

育人的新局面。大量的家长参与到学校教育中，走进讲堂，亮
出“十八般武艺”，教孩子们家务、普及法律知识、学习交通法
规、“玩转”胶州秧歌……极大地调动起孩子们学习实践的积极
性，丰富了孩子们的学习体验。

学校结合社会优质教育资源，开展研学活动。在社区，学
生身体力行推广普通话、垃圾分类知识，争做文明小使者；酷暑
时，学生自发为执勤的警察、城管叔叔送“清凉”；大沽河博物
馆、烈士陵园、胶州市高凤翰纪念馆等教育基地则成为孩子们
探寻红色足迹、感知家乡文化的广阔天地。

如今，随着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深入推进，在北京路小学，学
生不仅能遇见眼里有光的老师，还能遇到以身作则的家长，优
质教育资源得到了进一步丰富，也必将推动学校更高质量地健
康发展。

胶州市北京路小学：

办好“家长学校”，激活家校社育人能量
□青报教育在线 高晶欣

“应该算是把这些年来聋校教
育工作进行了一次系统化梳理
吧。”谈到参加基础教育教学成果
奖评选的初衷，青岛市中心聋校校
长刘本部说。

日前，该校的两项教学成果
《基于终身发展的听障学生职业教
育课程改革与实践》与《基于全面
发展的学前听障儿童课程体系建
构与实践》，分别获省级、市级的基
础教育类教学成果特等奖。在省
内特等奖获得者中，是唯一的特殊
教育学校。

自2019年8月，张坤霞接任胶
州市北京路小学校长一职以来，如
何让这一所各方面资源都很优质的
学校发展再上新台阶，让学生成长
为生活自理、健康自强、学习自主、
做事自信、行为自尊、安全自护的

“六自好少年”是她思考最多的事。
近三年来，她的答案愈发清晰。学
校以“自能立德，合作树人”办学理
念为引领，深挖“合作”二字内涵，激
活家庭、社会育人能量，推进学校育
人品质不断提升。

■在校长张坤霞（右四）的
带领下，学生和家委会成员观摩
国防教育基地。

■烹饪专业学生参加同盛源杯
国际餐饮比赛。

中国大学理科实力评级
4所在青高校进入百强
日前，软科发布了中国大学理科实力评级。4

所在青高校进入百强榜。
中国大学理科实力评级包含学科规模、学科

实力、学科精度、高端人才、科研项目、重大成果、
学术论文和科研平台8个维度。评级的对象为所
有被纳入 2022 软科中国大学排名的高校。理科
的范围包括理学门类中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地
球物理学、海洋科学等 13 个学科。基于以上指
标，软科2022中国理科实力百强大学诞生。

软科中国理科实力 A+大学主要是理科实力
全国前 20 名（相当于理科领域有得分高校的前
2%）；软科中国理科实力A大学理科实力全国21-
100 名（相 当 于 理 科 领 域 有 得 分 高 校 的 2% ~
10%）。在青高校中，共有4所学校上榜，山东大学
位列 14名、中国海洋大学位列 16名，两所学校均
是理科实力A+大学；青岛大学位列64名、中国石
油大学（华东）位列93名，两所学校均是理科实力
A大学。 王世锋

中石大两名学生获
李四光优秀学生奖

日前，李四光优秀学生奖委员会公布2022年
李四光优秀学生奖终评通过人选名单，全国共有
21 人获奖。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地质资源与地
质工程专业 2019 级硕士研究生魏永波获评李四
光优秀硕士研究生奖，地质学专业2019级本科生
柴君林获评李四光优秀大学生奖。

两名学生在专业发展、社会实践等方面都有
着比较突出的表现。魏永波在攻读硕士研究生学
位期间，主要从事非常规油气地质方面的研究，作
为项目主要完成人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 项、
省部级项目1项、厅局级项目1项，在页岩气碳同
位素分馏效应和页岩油富集与“甜点区”评价方面
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柴君林在校期间，完成
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1 项，加入
优秀本科生“三进”团队，以第一作者发表核心期
刊论文 1 篇。作为负责人带领实践队入围“青年
中国行”大学生暑期社会调研项目全国百强，获山
东省“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优秀实践队、山东省
第十七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红色专项一等奖、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
与科技竞赛二等奖等多项荣誉。

李四光优秀学生奖由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基金
会资助，是我国目前地球科学领域最高学生奖
项。 王世锋

10月24日，在位于平度南村镇的苹果新品
种示范园里，青岛农业大学培育的“福星”苹果宣
告问世。以“新世界”和“粉红女士”为亲本杂交
的“福星”有强大的基因，“新世界”貌美，“粉红女
士”健壮，所以“福星”集合了抗病性和完美的身
材比例。这是青岛农业大学近年来培育的第17
个苹果新品种。“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里”，这
是青农大育种团队的目标。从上万株杂种后代
中选育的新品种因为品质好、易管理，在观摩会
现场得到不少农业科技公司的好评。

“福星”亮相展示强大基因

观摩会上，簇拥在枝头的“福星”全身是均匀
的中国红，让人惊艳。

示范园负责人说，这是“福星”苗木种下的第
3年。“种下时就是一根枝条，现在每棵树已经平
均有50个果，亩产1500公斤以上。”这片地，原本
是南村镇庄干村的一片蔬菜田，因为种菜需要投
入大量人工，村里考虑转型。这一需求和青农大
园艺学院推广苹果新品种的意愿契合。“事实证
明，种苹果不但省了人工，收益也能翻番。”村支
书王恩忠说。为了实验，示范园里还栽种了其他
晚熟对照品种。记者看到，对照品种每棵树只剩
下稀疏的三四个果实，叶片和果实都有了病害的
迹象，但“福星”的叶片和果实都没有黑斑，而且
长势旺盛。貌美、抗病，“福星”都做到了。

山东是苹果主产区，曾经有一种说法，世界
上每 9 个苹果就有 1 个产自山东。不过，在山东
种植的苹果当中，富士苹果占据市场份额约七
成。富士苹果 1939 年培育成功，1966 年引入中
国，但随着时间推移，消费者对苹果的口味、果形
等要求越来越多样化。而且，随着知识产权保护
意识提高，我们越来越需要培育自主品牌，把作
物的种子“芯片”牢牢握在自己手中。2007年，青
岛农业大学教授戴洪义被选入农业部组织的现
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团队，从此开始了苹果的研
究。培育新品种，是团队工作的重点之一，迄今
团队已经培育苹果新品种17个。如今，苹果育种
团队的接力棒交到青岛农业大学教授张玉刚
手上。

科技手法抢出“青农速度”

育种并不是把父本母本简单地嫁接，“福星”

的成功源自上万次的尝试。9年前，育种团队确
定了抗病害品种和美观品种杂交的方向。团队
动用了所有的资源，四处寻找健康的亲本。最终
在胶州找到了3棵健康的“新世界”苹果树。戴洪
义在胶州的地头做着杂交育种的准备，团队的祝
军教授则驱车前往临沂，采集“粉红女士”苹果树
花粉。果树的授粉期只有短短几天，为了抢时
间，团队一天时间往返，并带回花粉。“我们很幸
运，青岛和临沂气温有差异，这个时间差给我们
又争取了一点操作的时间。”戴洪义说，团队当年
拿到果实，第二年播种。因为苹果树在树高 1.5
米以下属于幼稚期，1.5米以上才会开花，加上结
果、选育的过程，在国外，选育一个新品种大约需
15年时间。为了抢时间，团队采用了温室催芽、
矮化砧木等技术，让果树一年时间里长到1.8米，
团队还用新技术催生果树早结果，9年时间便收
获了“福星”新品种。

“新世界”和“粉红女士”的结合只是团队的尝
试之一，育种团队每年会尝试十几个组合，培育几
千个杂种苗，一共有上万种实验。育种基地防鸟
也防人随意采摘，“乱摘一个苹果，我们的数据就
会有误差。”张玉刚介绍，老师和学生们天天驻扎
在地头，观察长势、收集数据，培育过程枯燥繁琐，
但想到新品种的前景，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种植企业现场谈成果转化

产品好不好，市场认可度是检验标准。在观
摩会上，多家农业科技公司负责人前来一探究
竟，并给出了较高评价，有企业已经在咨询品牌
转让事宜。

曾用 1000万元转让费买下苹果品种“鲁丽”
的山东威海奥孚苗木繁育有限公司创始人李元
在品尝了“福星”之后表示，苹果种植去人工化是
大势所趋，“福星”的抗病性是它节省人工的一大
优势，同时，新品种树形矮、枝条短，降低了采摘
难度，也为今后规模化机械管理创造了条件。青
岛金果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杨义盛在
西海岸宝山有一片农场，但种植的苹果有病害现
象。为了选择更优的品种，他参加观摩会，并对

“福星”的酸甜度、抗病性等特点很感兴趣。
目前，农大培育的多个苹果品种已经实现专

利权转让。比如“福九红”“福丽”苹果以及抗寒
矮化砧木等成果转让费已达 650多万元，新品种
推广远至甘肃、陕西等地。

青农大第17个苹果新品种“福星”问世
育种团队培育的多个苹果品种实现专利权转让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赵 黎

■在观摩现
场，育种团队专
家向农业科技企
业介绍“福星”的
各种特性。

韩 星 摄

■在这片示
范园里，种植着
农大研发的水果
品种和其他比对
品种，收集实验
数据同时引导农
民对种植品种进
行升级换代。

韩 星 摄

品牌的力量
成长的声音

责编 赵 黎 张 羽 美编 李晓萌 审读 王忠良 排版 林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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