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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
伟业。

辽阔的田野中，繁忙的厂
房内，通达的道路上，安静的
实验室里……繁花4月，放眼中
华大地，广大劳动者在各自岗
位上奋发进取，用勤劳和智
慧，推动时代车轮滚滚向前。

直径14.57 米、长 135米、
总重量4350吨——不久前下线
的超大直径盾构机“定海号”

“甬舟号”，如同两条巨大的
“地下蛟龙”，正在世界最长海
底高铁隧道——宁波至舟山铁
路金塘海底隧道安装调试，完
成后将于5月份从隧道两端相向
施工、掘地穿海。

这一国之重器的研发带头
人，是铁建重工掘进机研究设
计院副院长张帅坤。16年前，
他作为一名盾构司机，用的是
进口“洋盾构”，处处被外国人

“卡脖子”。如今，张帅坤带领
团队自主研制国产盾构机，让
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正如总书记所说，‘社会
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
斗出来的’。幸福不会从天而
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张帅
坤说，“我们正在加快大直径盾
构机的科研攻关力度，向高端
化、智能化等多个更高目标发
起冲击。”

手指翻飞、为3台细纱机的
4000多个锭子接头、换粗纱、
落纱；在轰鸣的机器间巡回穿
梭，每天要走上万步……这是

陕西咸阳纺织集团一分厂纺部
车间赵梦桃小组18位成员的工
作日常。

70多年前，劳模赵梦桃年
年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精益求
精提高技术，成为行业的一面
旗帜。如今，以她的名字命名
的“赵梦桃小组”，坚持在传承
中进取。小组取得多项创新成
果，不断为企业提高效率、提

升效益。
薪火相传的，不仅有技

术，更有精神。今年4月27日
是赵梦桃小组命名61周年。第
14任组长王丹说：“作为一个拥
有光辉历程和优良传统的集
体，我们定当不负使命，带动
更多班组争做新时代的最美奋
斗者。”

西藏拉萨堆龙德庆区的顺

丰快递中转场里，44岁的次仁
措姆正麻利地检查快递分拣情
况。“五一假期临近，包裹量明
显增多，我们要忙到凌晨一两
点才能下班。”

无论是快递员、仓管、运
作员等一线岗位，还是运作组
组长、安全督导等管理岗位，
10多年来，次仁措姆始终兢兢
业业在拉萨顺丰速运完成好每

一项任务，并荣获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最美职工”等一系列
殊荣。

“总书记说‘光荣属于劳动
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很有
感触。”次仁措姆说，“西藏地
处偏远，我始终记得刚开始送
件时客户收快递的欣喜表情。
现在大家收快递更方便，发出
去的包裹也多了。5月是虫草和
松茸收获的季节，也是我们最
忙的时候。不过只要想到西藏
的特色产品通过快递网络销往
全国甚至海外，心里就特别高
兴，觉得这份工作很有价值。”

云南西双版纳，4月的最高
气温已达39摄氏度。每当前往
热带雨林了解野生亚洲象的行
为习性时，熊朝永都要忍受湿
热气候和蚊虫叮咬，还要防范
毒蛇猛兽。

熊朝永与象打交道已近20
年，因在野生亚洲象保护领域
的出色表现，成为拯救濒危物
种的“象医生”“象爸爸”，并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两年
前，熊朝永调至西双版纳州亚
洲象保护管理中心，工作内容
也从救助保护一个区域的亚洲
象，转为保护和管理整个州的
野生亚洲象。

“明显感觉知识储备不够。
专家说大象会吃几百种食物，
我以前就了解那么几十种。”熊
朝永说，这两年通过查阅相关
书籍论文、向专家学者请教
等，不断丰富知识，提高研究

水平，希望为保护生物多样
性、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贡
献更多力量。

在浩浩荡荡的时代大潮
中，无数像熊朝永一样的劳动
者，心中怀有梦想、脚下充满
力量、肩上扛起担当，通过自
己的不懈努力，成就人生精彩。

虞向红，国网浙江东阳供
电公司吴宁供电所所长、红船
党员服务队队长。20余年一线工
作中，虞向红刻苦钻研、开拓创
新，不仅练就高超的专业技能，
还解决了20余项配电技术和生
产难题，主持53个技术攻关项
目，获得10项国家专利。

虞向红坦言，获得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后，感觉责任更
重，对自己的要求也更高。
2023年下半年开始，他带领红
船党员服务队在辖域内23个村
便民服务中心设置电力便民云
服务点。“只要一通视频电话，
不出村就能办理电力业务。最
大程度守护‘万家灯火’是我
的心愿，也希望在公益事业上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拼搏与奉献，写就劳动者
的荣光。

新征程上，亿万劳动群众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大力
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进一步焕发劳动热
情、释放创造潜能，必将凝聚
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
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4月29日电）

奋进新征程 劳动最荣光
——走近5位先进劳动者

上好劳动课 还差哪几步？
——劳动教育新课标实施两年效果观察

工作中的铁建重工掘进机研究设计院副院长张帅坤。/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4 月 29 日电
烙饼、包饺子、蒸窝窝头……
近期，江苏省徐州市徐海路幼
儿园的劳动教育活动走红网
络。孩子们做起饭来全神贯

注，手法有模有样，受到众多
网民的点赞追捧，甚至有外省
家长带孩子前来咨询入园。

2022年，劳动课正式成为
我国中小学的独立课程。新课

标实施两年来，劳动课上得怎
么样？如何让孩子们真正学会
劳动、爱上劳动？记者在多地
进行了采访。

劳动课受到社会关注、学
生欢迎。多位受访一线教师建
议，进一步加强劳动教育的软
硬件和安全保障，不断完善评
价体系，上足上好劳动课。

一方面，要强化劳动教育
的软硬件保障。记者梳理发
现，2022年以来，各地发布的
劳动教育实施意见都包含“安
排一定公用经费开展劳动教
育”的原则性规定，但大多缺
乏具体要求，实际执行过程中
的经费、师资和场地保障参差
不齐。专家呼吁，各地尽快明
确保障标准，支持学校做好劳
动教育课程建设、教学设施和
场所建设、师资引进和培训等
工作。

在这方面，一些地方已经
迈出了探索步伐。广东深圳统
筹安排公用经费、课后延时服

务经费等资金，采取政府购买
服务等方式，吸引社会力量提
供劳动教育资源和服务。江苏
常州2023年出台的 《常州市
劳动教育促进条例》规定，中
小学按不低于年度学生人均公
用经费总额的3%安排劳动教
育经费，学校每学年设劳动
周，组织学生参加集体劳动实
践。

另一方面，还要强化劳动
教育的安全保障，争取更多家
长支持。张乾告诉记者，徐海
路幼儿园在开展劳动教育之
初，也曾面临部分家长的疑
虑：“孩子年纪还小，能学会
这些技能吗？有没有危险？”
但在尝试探索取得效果后，家
长们的顾虑被慢慢打消。

张乾等一线教师建议，根
据学生年龄特征、性别差异、

身体状况等特点，选择合适的
劳动项目和内容，劳动时间和
强度也应适度。学校在组织开
展劳动实践前，要认真排查、
清除各种安全隐患，指导孩子
规范使用劳动工具，加强学生
安全技能与应急能力培养，防
患于未然。

此外，劳动教育的评价体
系还需进一步完善。“让学生
获得劳动技能才是劳动教育的
真正目的。”福建省晋江市第
二实验小学副校长吴树伟坦
言，当前对劳动教育的评价还
存在重形式轻体验、重结果轻
过程等问题。他建议，将教师
点评、学生互评、学生自评、
家长参评结合起来，帮孩子们
正确认识劳动的价值，在劳动
中收获成长。

“其实除了做美食，我们幼
儿园小朋友学的劳动本领有很
多，比如养家禽、编织、缝
纫、茶艺、水墨拓印等。”徐海
路幼儿园园长张乾介绍，孩子
们的劳动以自我服务为主，还
有手工类、生活体验类等。

记者在多地走访看到，各
地学校的劳动课基本开足开
齐，劳动教育逐渐走向课程
化、规范化。以徐州市为例，
当地所有中小学校均已配备专
兼职劳动课教师，除了开发劳
动教育校本课程、保障劳动
课每周不低于 1 课时，还有
500多所中小学开辟了专门区
域，开展种植、养殖等劳动
实践。

传统手工艺制作、校园

开 心 农 场 、 厨 艺 风 采 展 示
……形式多样的劳动教育正
在融入中小学生的校园生活。

在贵州省贵阳市第四十
中学，校园内有一块劳动实
践基地，名叫“半亩花田”。
副校长龙蓓告诉记者，花田
里原本是贫瘠的黄泥土，老
师和同学们一起劳动，把食
堂里的厨余废料收集起来烧
灰肥土，将花田改造成可以
耕种的熟土，现在已经种出
了好几季瓜果蔬菜。

福建省厦门双十中学开发
了陶艺、刺绣、剪纸、藤编等
43门劳动教育课程，编写了4
本校本教材。“这些课程都是向
学生发放调查问卷、根据他们
的兴趣开设的，很受学生欢

迎。”校长欧阳玲说，以藤编课
程为例，孩子们可以自由设计
造型、挑选色彩，在老师指导
下，慢慢掌握技巧，既锻炼手
工能力也考验耐心，还能从中
感受到非遗文化的魅力。

一些学校还尝试将劳动课
与其他学科有机融合，让学生
收获多重学习效果。江苏省南
京市力行小学将学校附近的八
亩实践基地开垦成药植园，师
生们种上党参、何首乌、金银
花、决明子、红枸杞等。同学
们在语文课上学习中草药三字
经，在数学课上用不同的方法
丈量地块面积，在音乐课上学
唱中草药歌谣……从中草药的
种植、采集、晾晒到制作香
包，各学科知识融合交汇。

记者采访发现，当前一些
学校开展劳动教育还存在一些
困难和问题。“上劳动课容易，
上好劳动课难”，是许多一线劳
动课教师的共同感受。

一些地方对劳动课重视程
度不足，部分学校相关软硬件
缺失。“当前劳动课不是升学考
试的主科，只是作为综合素质
评价的一个指标。在功利化的
教育观念影响下，一些学校和
家长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不
够。”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
授陈明霞说。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地方
的劳动教育面临劳动实践场地
不足、专业设施设备不全、专

业师资缺乏等问题，劳动课多
由班主任、体育老师兼职授
课，课程形式较为单一。“我们
学校开了劳动教育课，但场地
实在有限，就没有搞室外活
动，几乎都是室内教学。”贵阳
市某城区小学一名劳动课教师
说。

一些地方重形式轻过程，
劳动教育成表演作秀。西南地
区一所城市小学在劳动课上带
领学生捉泥鳅，让孩子们体验
丰收的喜悦。但这些泥鳅并非
由学生喂养，而是学校直接从
市场上买来，投放进泥坑的。

在福建，当地一所小学在
天台上搭架子进行“立体种

植”。该校一名班主任告诉记
者，种植过程基本由老师代
劳，几乎没让学生参与。种植
结束后，学生要提交几百字的
心得，老师则需要用美篇制作
图文展示各个班级的劳动教育
成果，又增添了额外负担。

一些地方校内“热”校外
“冷”，劳动作业由家长代劳。
一些学校在劳动课后向学生布
置实践作业，如在家炒菜、拖
地、养蚕等。江苏苏州皮先生
吐槽，有的作业逼着家长当

“导演”、做“编剧”，不仅要自
己购买原材料、加工，还要记
录评价、拍照上传，“忙前忙后
操碎了心，比自己劳动还累”。

2“上劳动课容易，上好劳动课难”

3让孩子在劳动中收获成长

广西梧州市长洲区将农业非遗技艺引进校园，打造具有特色的青少年劳动教育课程，让学生
在体验传统农耕技艺的同时，传承非遗文化。图为老师指导学生编织手工艺品。/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