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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门联合发布意见

加强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

乡村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它不仅关系

到农村孩子们的未来，更是推动社会均衡发展

和文化传承的关键。在乡村，教育能够激发孩

子们的潜能，培养他们成为有责任感和创新精

神的公民，为国家的未来播种希望。然而，乡村

教育面临着资源匮乏和基础设施薄弱的双重挑

战，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

目前，资源分配的不均衡仍导致乡村学校

设施陈旧、教学材料匮乏；而师资力量的不足，

特别是专业教师的缺乏，限制了教育质量的提

升。此外，乡村地区信息闭塞，难以跟上教育技

术的发展步伐，这些因素共同制约了乡村教育

的发展。

在担任乡村教师的岁月里，我深刻体会到

教育的力量。记得有一次，我带领孩子们走出

教室，观察田野里的植物生长，让他们亲手种

植，记录成长过程。这个简单的实践活动不仅

让孩子们学到了生物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

了他们的观察力和责任感。看着他们眼中闪烁

的光芒，我感受到了教育的真正意义。

在学校里，我还特别关注一名叫小华的孩

子。因为家庭原因，他曾一度自卑和沉默。然

而，在一次学校组织的才艺展示中，他勇敢地站

上了舞台，用独特的嗓音唱出了乡村的宁静与

美丽。那一刻，他赢得了全场掌声，也赢得了自

我认同。小华的变化让我坚信，教育能够触及

每个孩子的心灵，帮助他们找到自信，发现自我

价值。

这些生动的案例不断提醒我，乡村教育虽

条件有限，但潜力无限。它能够激发孩子们的

潜能，培养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让他们在面对生活挑战时

更加坚韧不拔。显然，教育是乡村孩子们走向更广阔世界

的桥梁。

乡村教育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摇篮。在自然

与土地的亲密接触中，孩子们学会了观察、思考和解决问

题。乡村教育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培

养，让孩子们在探索中成长。同时，乡村教育在传承本土文

化、促进社区和谐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让孩子们

了解自己的“根”，增强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自豪感，为构建和

谐社会贡献力量。

为提升乡村教育质量和可及性，首先，应当增加对乡村

教育的投资，确保学校拥有足够的教学资源和现代化设

施。其次，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和教学能

力。此外，鼓励公私合作，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教育建

设。通过这些措施，可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让乡村孩子享

受到更高质量的教育。

教育创新与技术应用也是提升乡村教育的关键。通过

远程教育和在线学习平台，我们可以突破地理限制，为乡村

学生提供更广泛的教育资源和学习机会。利用互联网技

术，可以引入高质量的课程内容和互动教学方法，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此外，技术还可以帮助教师进行更

有效的教学管理和评估，提高教育的整体效率。

乡村教育不仅关乎个体成长，更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面对挑战，我们应持续关注并改进乡村教育，确

保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优质的教育机会。展望未来，

乡村教育的创新应用将为孩子们打开更广阔的天地。

因此，我呼吁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乡村教育的改革

与发展。无论是捐赠教育资源、参与志愿者教学，还是呼吁

政策支持，每一份努力都能为乡村孩子带来希望的光芒。

让我们携手行动，共

同培育未来的种子，

让乡村教育焕发新的

活力。

（郭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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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陶艺体验陶艺 悦享假期悦享假期
7 月 30 日，在合

肥市庐阳区大杨镇

雁栖社区青少年活

动中心，小朋友体验

陶艺制作。为丰富

辖区青少年的假期

生活，当日，合肥市

庐阳区大杨镇雁栖

社区团支部、妇联、

关工委联合万科物

业、方圆社工开展公

益课堂“捧起天马行

空的梦”陶艺手工活

动，辖区小朋友在专

业老师的指导下体

验陶艺制作，感受传

统陶艺文化，悦享快

乐假期。

葛传红 杨久定 摄

“刚刚我说的合肥话，大家猜猜是

什么意思？”“小朋友们，大家知道国家

为什么要推广普通话吗？”……

近日，在绩溪县华阳镇来苏社区公

益暑托班的合肥大学“青春三下乡”队

伍“普通话”课堂上，大学生志愿者汪名

赫用风趣幽默的语言，形象生动地追溯

普通话的起源，让小朋友们在欢声笑语

中了解普通话。

“来到绩溪既开展了社会实践，又

与小朋友们进行了有趣的互动，希望

大家都成为‘推普小使者’。”汪名赫对

记者说。

作为绩溪县公益暑托班试点，来苏

社区公益暑托班通过“托”+“管”、

“学”+“玩”方式，开展小学生学业辅

导、自护教育、心理辅导、文化传承等公

益服务性教学，打造“家门口”的快乐课

堂，有效化解职工家庭暑期孩子“看护

难”问题。

“结合家长和孩子们的需求，课程

安排在周一至周六，上午邀请在职或

退休教师来辅导孩子学业，下午由社

区工作人员安排特色课程，还会设置

自护教育课堂，包括讲解防溺水、交通

安全等。”社区工作人员汪晓芸向记者

介绍。

学业辅导课上，老师们仔细讲解暑

期作业难题，按年级划分小组解析课程

知识点。特色课程有声有色，锻炼孩子

动手能力的绘画、手工课程，培养优美

体态和良好体魄的舞蹈、体育课程，学

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榫卯、竹编等非

遗课程，以及增强自主探索能力和科学

思维的益智游戏等。

“孩子很开心，每次下课回来都会

跟我说今天学了什么有趣的内容。孩

子去托班快乐学习，我上班也安心。”家

长程瑛对记者说。

“除了普通课程，还积极对接开展

暑期社会实践的大学生志愿服务队、

‘三下乡’队伍，为孩子们送上‘惊喜课

程’，拓宽他们的知识面。”暑托班负责

人余子捷告诉记者，截至目前，来苏社

区暑托班已有20余名学生，年龄从7岁

至13岁不等。

“我们将积极推广‘政府支持+志

愿者参与+社会协作’暑期托管模式，

做细、做实暑托服务每个环节，将实事

好事办到群众心坎上。”余子捷说。

（安徽日报记者张敬波通讯员潘紫媗）

“惊喜课程”拓宽知识面

中央社会工作部、教育部、司法部日前联合

印发《关于加强高校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工作的意

见》，鼓励和引导高校师生参与法律援助志愿服

务，为发展法律援助事业、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提出，到2025年，高校法律援助志愿

服务工作机制基本健全，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站

规范化建设基本完成。到2035年，法律援助志

愿服务工作成为高校法学师生实践教育的重

要阵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校法律援

助志愿服务体系初步形成。

意见明确，高校从事法学教育、研究工作

的人员，法学专业、具备法律知识的社会学、心

理学等相关专业或者通晓特殊语种、手语的学

生，经招募单位审核后，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

平台自行注册或通过招募单位注册，成为法律

援助志愿者。法律援助志愿者可以根据自身

专业知识和技能情况，依法为经济困难公民和

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代

拟法律文书等法律援助服务。

意见要求，司法行政部门会同教育部门根

据当地高校规模布局和人民群众法律援助需

求，做好本行政区域内高校法律援助工作站建

设的统筹规划，指导法律援助机构依托具备条

件的高校设置法律援助工作站。高校要整合

现有法律诊所、学生社团等资源，为法律援助

工作站提供必要工作场所，配备办公设备、服

务设施以及工作站标识标牌等，为志愿服务开

展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司法行政部门研究

制定工作站相关规范，推动高校法律援助工作

站标准化建设。

在创新志愿服务方式方法方面，意见强

调，鼓励高校与法律援助机构结合当地实际，

通过建立法律援助志愿服务团、成立高校法律

援助联盟、开展学术实践项目等，组织志愿者

到法律人才短缺的地区开展法律援助志愿服

务，促进法律服务资源跨区域流动。

据了解，全国法律援助机构已依托高校设

立法律援助工作站400余个，全国共有在册法

律援助志愿者6.2万名。 （靳昊 杨桐彤）

笔者近日从省教育厅获悉，为预

防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我省从多

方面入手，联防联控密织防溺水“安全

网”。

在当前中小学生普遍不具备游泳

技能的情况下，“管住人、看好水”是防

溺水最务实、最管用的措施。全省各

县（市、区）全面摸清辖区各类水域数

量，明确权属主体。乡镇（街道）政府

针对辖区水域组建专门的水域看管队

伍，在午休、放学后、周末、节假日、暑

期等重点时段进行看守。各水域周围

按要求设立警示标牌、救生圈、救生绳

等设备配置及必要的防护栏设置。

家长（或监护人）作为学生非在校

期间安全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担负起

学生安全监护职责。在家校社协同共

管机制下，学校暑期将持续通过家访、

电话、短信、微信等形式，经常提醒家

长（或监护人）加强看护。乡镇（街道）

政府、村（居）委会组织干部深入辖区

内每名学生家庭，通过面对面谈心谈

话等方式了解学生、家长（或监护人）

防溺水知识知晓度以及家庭责任落实

情况，常态化督促家长履行监护职

责。对无监护能力或监护能力较弱的

祖辈监护人重点予以关注，加强走访

帮扶，协助做好家庭监护。

我省鼓励各地坚持人防、技防相

结合，因地制宜在各类水域，特别是大

江、大河、大型水库等水域面积大的区

域安装防溺水高清监控摄像，依托“雪

亮+平安乡村”平台，建设防溺水监测

预警系统，通过智能人脸识别、同步通

报村居、同步语音劝返，提高水域监管

时效性。 （陈婉婉）

我省多措并举严防中小学生溺水
重点时段看守 建设预警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