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正创新高质量发展
胶东五市科研联盟工作会议在青举办

28日，胶东五市科研联盟工作会议在青
岛市崂山区沙子口小学召开。本次会议是在
落实山东省《关于加快胶东经济圈一体化发
展的指导意见》、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大背景
下召开的一次胶东五市科研联盟工作会议。
此次会议围绕“一体化”与“高质量发展”两个
关键词，用最具实效的教育教学研究，为胶东
五市经济圈的一体化发展和黄河流域国家战
略贡献教育力量，展现教育担当。近年来，青
岛市教育系统坚持人民满意标准，以制定实
施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倍增、职业教育创新发
展、高等教育校地融合发展三个三年行动计
划为抓手，持续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努力以

“奋进之笔”答好“教育答卷”，为青岛经济社
会发展、城市现代化进程提供坚实民生基础
和人才支撑。同时，邀请参会五市，以此次会
议为契机，资源共享，互惠互利，努力在一体
化和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努力打造
区域教科研一体化发展的胶东样板。

开幕式之后，平行进行了专家报告会和五市教
科研工作交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宁本涛以《化理
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化平凡为神奇——以“五
育融合”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为题作专家报
告。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曾庆伟在听取五
市交流之后进行了专家点评。下午进行的是胶东五
市初中校长论坛。来自不同地市的五位初中校长分
别进行了交流发言。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高静文

青岛敦化路小学

学生挥墨写“福”赠来宾
6月25日，青岛敦化路小学举行“我们在敦化路

小学等你”全体居民进校园活动。活动当天，来自街
道、社区的居民及准一年级学生、家长和二年级家长
代表近百人走进校园，在学校校长刘艳华的带领下
参观校园环境、学校文化特色、帆船教育及消防安全
特色工作。

实地参观结束后，大家齐聚学校多功能教室，通
过观看学校特色工作宣传片对学校办学理念和育人
成绩有了深入了解，并对本次活动进行了意见征
集。活动最后，大家动手制作纸龙船，学校书法社团
的学生代表，现场挥墨写“福”字赠予每位来宾。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于娜

青岛嘉定路小学

“家和万事兴”恳谈会促共育
6 月 24 日上午，青岛嘉定路小学迎来了

“开放办学‘育’见市北”校园开放活动的首批
来访客人，他们中有社区骨干、街道书记、楼
组长、网格员，还有入学适龄儿童及学校校
友。在建立校社联动机制的基础上，学校提
前与顺昌路社区共同商议，精心策划此次校
园开放活动。

首先，校长辛卫青带领来访嘉宾参观了校园
环境、办学设施、海洋角、科技长廊、税收普法教
育基地、专用教室等，推介省市区校各级名师风
采，让来宾们充分感受到学校浓浓的“爱嘉、育
嘉”氛围和“五星阳光校园”的人文气息。随后，
大家走进会议室，由学校副校长李春艳主持“家
和万事兴”家校社共育恳谈会。“学校定将不负期
望，以‘嘉·党建领航’为指引，以质量立校，继续
打造税法、科技教育特色，创设全环境育人氛围
五育并举，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优质学校、实现
教育高质量发展。”校长辛卫青解读了“嘉”文化
办学理念、三风一训、学校办学特色等。来访嘉
宾围绕如何进一步增强家校社沟通畅所欲言。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于娜

倾听民意，服务民生，100名资深教师“加盟”，青岛市教育局“四进一见”活动落地见效

让每一名高考生逐梦理想照进现实

资讯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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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汇

精准指导回应民生关切

教育是民生之基。能否深入了解民生需
求，准确回应民生关切，检验的是教育服务成
色。为打通服务市民“最后一米”，连日来，“四
进一见”活动紧锣密鼓地“进家庭、进社区、进企
业、进机关、见高校”，真正把志愿填报服务零距
离送到了考生、家长身边。

6 月 26 日下午，青岛海信集团会议室坐满
了来自集团的家长，现场还开启了直播，市招考
院志愿填报专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为近 200 人分析了高考录取形势，介绍志愿填
报操作程序、填报技巧，回答了家长和学生的提
问，也正式拉开了“四进一见”活动的序幕。

6月 27日下午，2023年美术类志愿填报指
导会在青岛十七中举行，这是“四进一见”活动
专门为美术生“量身定制”的一场。“要在短短几
天内决定将来四年的人生方向，我确实感到迷
茫。”十七中考生陈海莹说，听完老师的专业讲
解，特别是一分一段表的使用方法，自己填报志
愿时会更得心应手。

6月28日9时，距离“四进一见”活动“进社
区”正式开始还有半个小时，市南区八大湖街道
会议室内，辖区家长、考生已济济一堂。居民杨
学伟一家三口早早赶到，选了第一排的位置。

“从街道官微看到有这样一场活动，我特别高
兴。”杨学伟说，以往他听说过因为填报失误导
致滑档的情况，儿子今年成绩不错，他想搞清楚
如何填报志愿才能不“浪费”分数。当指导专
家、青岛市招生考试院工作人员孙阿荣开始宣
讲，杨学伟立即拿出纸笔，开启听课模式。“老师
讲得真好，PPT 全是干货。”1.5 小时后，宣讲结
束，杨学伟说，自己之前从网上查了不少资料，
还专门记了笔记，仍是一头雾水，可经老师一
讲，疑惑都有了清晰答案，“市招考院老师讲课，
可比网上资料可靠多了。”

“精兵强将”提供“VIP服务”

清晨7时许，青岛实验高中高三17班班主任许方
勇走出家门开始新一天的工作。这次他没有直奔学校，
而是先从城阳赶往台东——作为“四进一见”活动遴选
出的100名教师中的一员，他当天的任务是“进家庭”。

走进考生小哲（化名）位于台东略显简陋的家
里，许方勇开始面对面、手把手地为小哲提供志愿填
报指导。“通过前期摸底，我了解到，这个孩子的情况
比较特殊，生活在困难家庭，学校还专门为他免除了
学费。父母因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等限制，没有办法
给孩子提供参考建议。”尽管没有优渥的生活条件，
但小哲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在今年高考中冲过了
特招线。结合小哲的分数，许方勇为他详细讲解了
填报注意事项。从小哲家走出，许方勇又马不停蹄
赶往 5公里之外的阳光大厦，这是考生小洁（化名）
打工的地方。基于家庭的原因，当其他孩子兴奋列
出毕业旅行、学车等暑期计划时，小洁已经开始为大
学第一学期的学费忙碌着。在许方勇耐心解答了自
己所有的填报问题后，小洁终于心里有底了。

许方勇头顶烈日暴雨奔波、掰开揉碎讲解志愿
填报的身影，是 100 名遴选老师的缩影。记者了解
到，此次参与“四进一见”活动的教师团队，是市教育
局精心选拔的“明星阵容”。已从教 28个年头的许
方勇，青岛十七中资深美术教师冯春蕊，青岛二中副
校长闫云龙，市招考院工作人员翟倩、孙阿荣……翻
看遴选教师名单，每一名教师在志愿填报方面为考
生、家长提供的都是“VIP服务”。“往年，曾有学生因
为不了解专业进入不喜欢的大学，浪费了几年时光，
还有学生滑档，这些事都令人心痛。”孙阿荣感慨地
说，参与“四进一见”活动，切切实实为市民提供帮
助，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找准切口解决燃眉之急

有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高考志愿填报市场付

费规模为 8.8 亿元，预计 2023 年达 9.5 亿元。高
考志愿填报市场能够“野蛮生长”，是因为志愿
填报是一门学问，考生、家长想单凭自己就在短
时间内从一无所知到掌握真正的关窍，其困难
程度不亚于高考本身。以普通类常规批为例，
96 个志愿中即使有多个符合条件的志愿，也只
有一次投档机会，只投档排在前面且符合条件
的志愿。这 96 个志愿要按照“冲、稳、保”的策
略精心安排，分层次分梯度拟定足够数量的高
校和专业，每个志愿之间要拉开适当梯度，整个
过程堪比“排兵布阵”。

要高效率、高标准、高质量地解决市民的燃
眉之急，必须找准民生需求切口。为了更好地
服务我市 2023 年参加夏季高考的学生及家长，
推动教育领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市教育局专
门遴选了 100 名有丰富高考志愿填报指导经验
的高中教师作为志愿者，开展“四进一见”活动。
此次活动自6月26日持续至7月5日，活动期间，
市教育局组织教师分小组通过小组答疑、咨询大
集、指导团服务等多种方式，采取线上与线下相
结合的形式，为考生家庭提供志愿填报指导咨询
服务。

记者了解到，“四进一见”活动于高考后立即
启动，事实上，这场活动未雨绸缪已久。“其实我
们近几年一直在做相关工作。”日前，在“四进一
见”媒体通气会上，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往年工作的基础上，今年市教育局聚焦考生家庭
实际需求靶向溯源，创新路径打法，进一步优化
填报指导工作，拓展咨询渠道，提供了更多富有针
对性的志愿指导服务，以便帮助让考生、家长作出
最优选择。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做教育需要俯下身子，
才能将民意听得更真切；以问题为导向，才能将民
生兜得更牢固。在“四进一见”活动中，要真正助
力莘莘学子逐梦理想照进现实，脚踏实地、躬身力
行是教育者给出的最好的“姿态”。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张琰

根据天眼查相关数据，目前全国有近2000家企
业名称或经营范围含“志愿填报”；打开手机应用商
店，有数百款与高考志愿填报相关的App；直播间内
的志愿填报“名师”喋喋不休，咨询价格从几百元至几
万元……市场需求是最敏感的风向标。高考志愿填
报市场火热的背后，饱含家长、考生的迫切需求；而
这一社会热点议题的背后，则隐匿着一道民生考题。

在青岛，这道民生考题有了新的“参考答案”。
今年高考成绩放榜后，青岛市教育局立即组织开展
了2023年夏季高考志愿填报公益指导“进家庭、进
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见高校”活动(以下简称“四进
一见”)，在100名资深教师的指导下，考生、家长在
填报志愿时可以不再焦灼迷茫，取而代之的是更从
容、更有底，曾经的政策困惑和疑问迎刃而解。

宣讲结束后，孙阿荣（右）继续耐心解答家长问题。张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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