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桥小学开展防震减灾应急疏散演练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丽霞）为进一

步提升师生的安全意识和应急处
理能力，日前，赛罕区金桥小学组
织全校师生开展了“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防震减灾应急疏散
演练活动。

演 练 前 ，学 校 安 全 部 精 心 策
划制定了详尽的防震应急疏散演
练方案，并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
安排。各班班主任则通过晨会向
同学们普及防震减灾知识，确保
让学生熟悉自救互救的基本路线
和方法。

随着警报声响起，各疏导组教师
迅速到达指定位置，各班主任有序指
导学生进行室内紧急避险，随后在疏
散指令下达后，班主任有序指挥学生
进行应急疏散。同学们双手抱头，沿
着指定路线快速撤离到学校安全区
域，整场演练过程仅用了2分40秒。

此次防震减灾应急疏散演练活
动，不仅是一次实战模拟，更是一
次生动的安全教育课。通过师生
的广泛参与，大家深入了解了地震
灾害知识，掌握了避险自救技能，
有效提高了自身的避灾自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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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市一中1200余名师生徒步沙漠

用毅力描绘绚丽青春
●本报记者 王璐 实习记者 若谷

“小小沙漠，拿下！”5 月 11 日，
沐浴着夕阳的余晖，呼和浩特市第
一中学高一年级 1200 余名师生结
束了恩格贝沙漠的研学之旅，大声
呼喊释放着挑战自我的快乐。当
日，市第一中学 1205 名师生、家长、
社会观察员聚集在恩格贝沙漠，与
鄂尔多斯市师生联动，开展“强国
有我，逐梦感恩奋进路；青春有为，
共远北疆生态行”生态研学实践活
动。

1 趟火车专列、26 辆大巴车、每

班两位跟班老师、20 多只对讲机让
这次行走青春的研学之旅顺利成
行。“我们的候车厅在二楼，从这边
上 ”“ 检 查 好 身 份 证 ，带 好 随 身 物
品。”“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尽量
别掉队。”“遇到上坡下坡相互拉一
把 ，注 意 安 全 。”在 老 师 的 嘱 咐 声
中，学生们带着对沙漠的期待，开
启了这次安全感满满的研学之旅。

沙漠徒步过程中，一幅幅写有
“徒步恩格贝 铭记英雄迹 献花纪念
碑 共承先烈志”的横幅在队伍中格

外亮眼。这是同学们为此次旅程早
早做的准备，有学生自豪地表示：

“这是我们班级一起创作的独一无
二的横幅，一看到它，我就充满了
力量！”

据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党委委
员、副校长杜彬介绍，此次路程规
划亮点颇多，让师生、家长代表在
欣赏独特的大漠风景的同时，参与
挑战两小时沙漠徒步，参观恩格贝
沙漠科学馆、恩格贝示范区沙漠生
态农业科技展示中心，了解无数治
沙英雄与“时代楷模”的传奇故事，
见证人与自然斗争中展现的坚韧不
拔和无私奉献精神，从而深刻体会
生态保护的艰辛与重要性。

恩格贝沙漠曾经是一片被风沙
侵袭的不毛之地，经过一代又一代
治沙人的努力，如今已成为生态重
建的典范。漫漫沙海、星点绿洲、
爬行昆虫……行走在沙漠中，沿途
的自然环境激起了学生们的好奇心
和探索欲，拉近了他们与大自然的
距 离 ，他 们 在 沙 漠 中 观 察 生 态 环
境、了解生态保护的重要性。

“你累了吗，累了就给我”“不
累 ，我 拿 了 没 多 久 ，你 小 心 脚 下 ”

“来，这里陡，手给我，我拉你上来”
在行走的过程中，学生们遇到有难
度的上坡路时互帮互助，圆满完成
了五公里沙漠徒步，在艰苦的环境
中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徒步沙漠结束后，高一 14 班的

张沉秀同学脸上流淌着汗水，却依
然坚定地表示：“这是我第一次来
沙漠，上坡的时候的确很难走，但
是我们都坚持下来了，感觉很棒！”
高一 20 班班主任代广志说：“出发
之前，我以为会有个别同学掉队、
放弃，没想到大家都坚持下来了，
展现了平时没有的坚韧和勇敢，我
很为他们自豪！”

据 悉 ，市 第 一 中 学 从 2013 级
高一年级开始，至今已连续 11 年
开 展 徒 步 研 学 活 动 ，累 计 参 加
12000 人 次 ，行 走 里 程 18 万 公 里 。
杜彬表示，随着活动的深入开展，
在 磨 炼 学 生 意 志 的 同 时 ，也 丰 富
了 活 动 内 涵 ，融 入 了 红 色 文 化 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生态教育的元
素，他说：“参加此次活动，学生们
亲 身 体 验 了 沙 漠 的 环 境 ，增 强 了
保 护 生 态 环 境 的 责 任 感 和 使 命
感。同时，也让他们见证了‘三北
精神’，深刻领悟亮丽内蒙古的今
天来之不易。”

此次，呼市一中高一年级的行
走青春活动与高二年级的植树活
动、成人礼、高三年级的毕业典礼
同属青春篇章，共同构成了市第一
中学丰富多彩的青春活动，不仅丰
富了校园生活，也为学生成长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和机会。校方表示，
未来还会有更丰富的徒步活动，继
续书写行走青春的故事，让学生感
受成长的力量。

城乡融合推进县域义务教育质量提升

千校万岗百家高校行2024年专场网络招聘会

内蒙古师范大学专场启幕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开展

“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记者了解
到，从 5月 12日起，由共青团中央青
年发展部主办，中国国际技术智力
合作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千校万岗
百家高校行 2024年专场网络招聘会
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拉开帷幕。

据了解，本次招聘会重点聚焦

2024届高校毕业生开展线上就业服
务，加强优质岗位信息供给，提供就
业帮助，全方位做好服务青年就业
工作。据悉，招聘会免费为用人单
位提供雇主展示、职位发布、简历筛
查等多项人才招聘管理服务，招聘
会将持续到5月27日结束。

本报讯（记者 王中宙）为进一
步贯彻落实国家推进新时代古籍工
作的意见精神，近日，内蒙古图书馆
开展的首期“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
活动在该馆古籍阅览室开课。

首期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专
场活动将持续两个月时间。活动
主要面向古籍相关专业研究生，以
小班制进行授课，授课形式采取讲
座 和 实 际 操 作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进
行。活动中，内蒙古图书馆古籍修

复师通过讲解如何利用和保护古
籍、古籍装帧、纸张发展、修复等相
关知识，示范并指导学员分组进行
样书制作、修复工具制作、古籍修
复等实操。

古籍修复技艺进校园专场活
动的举办，旨在通过让学生亲身体
验书籍制作装订成册、古籍修复等
过程，激发青年学子学习修复技艺
的热情，提高大家保护古籍文献的
意识。

日前，教育部在江苏南京召开
2024年教育督导重点工作部署会暨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推
进会。会议指出，要引导各地将义务
教育发展的重点转移到内涵发展和质
量提升上来。

长期以来，乡村教育是教育发展
的短板。为补齐乡村教育短板，党和
国家积极推进义务教育发展，从义务
教育全面普及到城乡教育基本均衡，
义务教育发展不断取得世人瞩目的成
就。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需要在以
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县域城乡教育融合
发展上发力，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这就需要凸显统筹谋划、以城
带乡、协同发展的城乡教育融合发展
理念，科学实施乡村小规模学校布局
调整，加强乡镇寄宿制学校标准化建
设，积极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信息化。
县域城乡教育融合发展，需要充分发
挥县城的辐射带动作用。有序扩大少
年宫、科技馆、图书馆等县城教育资源
开放，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充分发
挥县城教育资源的育人作用。借助县
城优质学校和优秀师资，城乡协作开
展课程开发和教学创新，设计、开发和
实施反映当地文化特色、学情特点、资
源禀赋的区域课程、特色教学，满足城
乡学生发展的不同需求。设立县域师
资培训、研修基地，通过举办培训班、
研讨会、公开课、影子培训等形式，促
进城乡教师的交流与合作，实现城乡
教师的双向奔赴、共同成长。

科学实施县域乡村小规模学校的
布局调整，是县域城乡教育融合的重
要内容。这既是满足学龄儿童就近就
学的需要，也是满足提高教育资源使
用效率的需要。县域乡村小规模学校
的布局调整，需要综合考虑当地的学
生数量、教育资源、经济水平、地理环
境、气候特点、交通状况等多种因素，
做好系统性、前瞻性布局。开展学龄
人口数量与分布状况动态监测工作，
及时了解县域小规模学校的分布情
况、发展现状，尤其是学龄人口的动态
变化，为布局调整提供科学依据。根
据动态数据，合理确定调整的原则、目
标和节奏，科学制定县域乡村小规模
学校布局调整规划方案。县域小规模
学校布局调整要合理配置人财物等教

育资源，在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实现
教学条件改善、教学质量提高和可持
续发展。

加强县域乡村寄宿制学校的标准
化建设是提高义务教育质量、推进城
乡教育融合的重要举措。长期以来，
寄宿制学校多建在农村，但随着农村
人口流动和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大量
农村学生选择在中心乡镇、县城就
读。推进县城寄宿制学校标准化建
设，关涉到城镇学校发展，更关系到乡
村儿童的健康成长。为建设好寄宿制
学校，要明确县域寄宿制学校的基本
设施标准、教学条件标准、师资配备标
准等，完善办学条件。同时，还要发挥
寄宿制学校教育教学的特点和优势，
优化学生的学习、生活、娱乐活动，持
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生活质量。结
合寄宿制学校功能定位与特点，也要
加强寄宿制学校科任教师、班主任教
师、生活教师、安保人员和管理人员队
伍建设，提升教职工队伍的专业素养、
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现代信息技术是促进县域城乡教
育融合发展的重要手段。人工智能技
术的运用，为城乡教育融合发展提供
了宝贵的技术支持。运用人工智能技
术，可以实现智能辅助教学。师资力
量是乡村学校教育的短板，现代信息
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一短
板。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教师提供智
能化的教学工具和平台，支持教学资
源开发、教学内容组织、教学方法优化
和教学过程监测，提高教学效率和教
学质量。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知识基
础、学习动机和认知方式等个性特点，
为每个学生量身定制学习目标、内容
和活动，提供个性化、接续性、高质量
的学习内容和教学服务，满足不同学
生的差异化学习需求，真正实现因材
施教。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还可以实
现教育管理的信息化、高效化和智能
化，提高县域教育管理效益，促进教育
管理规范化和科学化，不断提高资源
使用效率和教育质量。

（据《中国教育报》）

近日，赛罕区敕勒川绿地小学
腾飞路校区举办了“奔跑吧，少年”
春季运动会。

运动会的举办，让学生们在运
动中体验快乐的同时，也激发了参
与体育锻炼的热情，进一步丰富了
校园文化生活。

■本报记者 杨彩霞 摄

本报讯（记者 苗青）5月 14日，
记者从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获悉，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
将于 6月 7日至 8日举行。

据 了 解 ，各 科 目 考 试 时 间 安
排 为 ：6 月 7 日 9∶00 至 11∶30 语
文、蒙古语文（甲）朝鲜语文，15∶00
至 17∶00 文科数学 /理科数学；6 月
8 日 9∶00 至 11∶30 文科综合 /理科
综合，15∶00 至 17∶00 外语（含听
力测试）。高职对口招生各类别
考试于 6 月 7 日至 8 日举行。

《内蒙古自治区 2024 年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明确，普通
类、艺术类和体育类考生参加文化
课全国统考，高职对口招生各科类
考生参加高职对口招生文化课考
试。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艺术类
和高职对口招生美工设计类、体育
类考生，除参加文化课考试外，还
须参加相应专业考试。

外语科目考试的语种为英语、
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
等 6 个语种，由考生任选其中 1 个
语种参加考试。外语科目分笔试、
听力两个部分，考试时先考笔试、

后考听力，听力成绩不计入高考外
语科目成绩总分，按考生听力考试
实际得分计入听力单项成绩，在录
取时提供给高校，是否作录取参考
由高校决定。

在报考志愿时，凡拟填报要求
外语口语考试成绩的专业的考生，
须参加自治区统一的外语口语考
试。外语口语考试语种为：英语、
俄语、日语。外语口语考试成绩分
为优秀（5 分）、良好（4 分）、合格（3
分）、不合格（2分）四级等第。外语
口语考试一般从 6月 9日 8∶00开始
至 6 月 14 日 18∶00 前完成，考试地
点及具体考试时间由旗县教育招
生考试机构届时确定并通知考生
本人。

高职对口招生各类别的考试科
目为：高职语文、高职数学、高职英
语（不进行听力考试）和专业课综
合，不同报考类别专业课综合考试
内容不同，高考报名时选择用蒙古
语言文字答卷的考生须参加高职
蒙古语文科目考试。

艺术类专业考试实行自治区统
考（含省际联考）和高校校考，其

中，音乐类、舞蹈类、表（导）演类、
播音与主持类、美术与设计类和书
法类 6 个类别实行自治区统考，考
试时间、科目及计分等按《内蒙古
自治区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
统一考试说明（试行）》有关规定执
行。戏曲类按教育部有关规定执
行。经教育部批准，少数专业特色
鲜明、人才培养质量较高的艺术院
校，对考生艺术天赋、专业技能或
基本功有较高要求的高水平艺术
类专业，可按程序申请在自治区统
考合格的基础上组织校考，考试的
科目、时间和计分办法等由相关高
校发布。高职对口招生的美工设
计类考生须参加美术与设计类统
考。

体育类专业考试实行全区统考
（即自治区统考），考试时间、科目
及计分等按《关于做好内蒙古自治
区 2024 年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
业统一考试工作的通知》（内招考
普〔2024〕5 号）执行。高职对口招
生体育类考生（高考报名时考试类
型选择“高职班”的体育类考生），
须参加体育专业全区统考，不再参

加原内蒙古体育职业学院组织的
相关测试。

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授课
的考生，在参加全国统考和高职
对口招生考试时，笔试一律用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答题（外语科目
除外）；外语使用所考科目语言文
字答题。

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授课的
考生，在参加全国统考时，文科数
学/理科数学、文科综合/理科综合
科目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译
试卷，用相应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答题。少数民族语文科目用相应
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答题。2025
年起，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授课
的考生，其外语科目试题中的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部分不再翻译为相
应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

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授课的
考生，在参加高职对口招生考试
时，高职数学和蒙牧医类专业课综
合科目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翻
译试卷，用相应的少数民族语言文
字答题；少数民族语文科目用相应
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答题。

内蒙古2024年高考时间、科目、计分标准公布
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将于6月7日至8日举行

奔跑吧，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