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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然一新的户外游乐区回荡着孩子
们的欢声笑语，敞亮的阅览室里传来老
师们的细语轻声，教学楼顶楼重新做了
防水隔热层……近两年，咸祥镇中心幼
儿园一改旧貌，焕发新颜，处处充满着朝
气。

咸祥镇距离鄞州主城区大约40公
里，依山傍海，与象山县隔港相望。“这个
园舍已经有十年了，设施设备陈旧，但我
们场地大。这两年通过持续改善办学条
件，跟城区幼儿园的差距快速拉近，老师
和孩子们的幸福指数直线上升。而宽阔
的场地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教育空间。”咸
祥镇中心幼儿园园长张巧巍说。

咸祥镇中心幼儿园占地面积约
10971 平方米，其中户外场地总面积
2993平方米。2022年暑假，该园对户外
场地进行了升级改造，操场上大型“咸祥
号”主题游乐区让人眼前一亮。整个游乐
区以蓝色为主色调，孩子们可以在沙池
体验“寻宝”的乐趣，在攀爬墙体验攀岩
的畅快，还有海螺形状的滑梯、充满海洋
气息的茅草遮阳伞、“环海骑行”塑胶跑
道，和原来的小水池、小沙坑形成鲜明对
比。此外，幼儿园东边操场300多平方米
的水泥地变成了草坪，成了孩子们尽情
玩耍的野战场。

孩子们的游乐设施有了很大的改
善，老师们的办公环境也有了进一步的
优化。张巧巍说：“为了给老师们提供一
个温馨舒适的教研环境，我们重新打造
了阅览室，采购了大量供教师学习的专
业类书籍。现在教研活动、家长活动都
可以在这里组织开展。”2022年5月，咸
祥镇中心幼儿园申请到8.8万元维修经
费后，重新做了教学楼顶楼的防水隔热
层，解决了多年来夏天闷热、雨天漏水
的问题。该园分管后勤保障的副园长朱
燕告诉记者：“我们教学楼顶楼在建园
时没有做过隔热，防水材料已大面积老
化破裂，因此一到夏天，三楼活动室格
外闷热，即使打着空调也无法缓解，给
师生的学习和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去年夏天，我园师生终于迎来了第一个
凉爽的夏天。”

据了解，今年暑假，该园还将迎来新
变化。“盥洗室的水槽要增设，教学楼的
整个外墙要重新粉刷成蓝色。我们将打
造‘蓝湾’主题特色，让孩子们进入幼儿
园就能感受到浓浓的海洋气息，这是我
们接下来的设想和憧憬。”朱燕说。

加大财政补助力度
农村幼儿园“升级换代”

鄞州区教育局在2020年制定了《鄞州区创建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方
案》，并于今年 3 月正式启动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创建工作。其中，
补齐学前短板，健全“优质均衡”城乡教育体系是创建工作的主要任务之
一。通过新建、撤并、置换园舍、内涵建设等举措，近三年，整改27所薄弱
幼儿园（其中撤并22所、提升5所），提升12所幼儿园为省一级幼儿园。

今年，鄞州在普及普惠水平、政府保障情况、幼儿园保教质量保障情
况三方面积极开展自查自评，优化机制，完善制度，不断拓展优质学前教
育资源，提升区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水平，力争2023年通过学前教育普
及普惠区省级督导评估和国家级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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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多一点

三乡镇两年投入2500多万元

鄞州学前教育均衡发展驶入“快车道”

“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的
乡村幼儿园，以前孩子们难以享受
到优质教育资源。近几年政府大力
支持推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现
在，我们这里已经有了很大改善。”
5月9日，大嵩教育管理服务中心
主任吴琤光告诉记者。

农村学校的办学经费困难，是
制约农村教育发展，导致学校在各
项事务的运转上捉襟见肘的主要
原因之一。2021年，随着大嵩教育
服务管理中心所辖的塘溪镇、瞻岐
镇、咸祥镇（以下简称“大嵩片区”）
教育财政拨付方式调整，鄞州区教
育局加大学前教育的区级财政补
助力度，用于校园安全、设施修缮、
集团化办学、学前专项等项目的经
费达到 1292 万元，2022 年度为
1236万元。

“要缩短城乡学前教育的差
距，我们还要通过整改薄弱园、撤
并无证园等举措对农村幼儿园的
教学质量进行全面提升。根据区教
育局的规划和要求，2022年，塘溪
镇要撤并最后四家民办园，时间
紧，任务重，当时工作尤为艰难。”
吴琤光说，塘溪镇中心幼儿园园长

张幼芬在撤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

去年暑假，张幼芬带领教师团
队日夜奋战，一手抓新园所的工程
进度，一手抓民办园的撤并，走访
270户家庭，最终在8月31日完成
撤并工作。9月1日，塘溪镇中心幼
儿园（管江园）的新园舍接纳了来
自民办园的 255 名幼儿，以及 15
名民办园教师、保育员等。至此，大
嵩片区的所有孩子全部入读公办
园。

张幼芬坦言：“一开始，原先在
民办园工作的老师对撤并的事会
有些不理解，他们担心会不会被区
别对待，收入会不会减少？为了消
除他们的顾虑，我多次找他们谈
心，保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融入这个大家庭后，我们不
仅收入整体提高了，业务能力也提
升了不少。张园长多次组织培训，
带我们去城区幼儿园学习，通过师
徒结对等方式给我们补短板。我的
教育理念发生改变后，对自己的要
求也提高了。”谈起撤并后的感受，
从“小天鹅”民办园调过来的朱露
露老师有很多话想说。

为了让幼儿认识和弘扬传统
文化，激发幼儿热爱家乡的情感，
不少乡村幼儿园积极探索园本课
程改革，将家乡民俗文化融入到日
常教学中。

瞻岐镇中心幼儿园内有一条仿
古街，在这条名为“萌乐街”的小小
街市上，每月都会上演一场儿童版
的“大嵩廿四市”，孩子们舞龙、舞
狮、跑马灯，学做买卖、算账，互助
合作，把民俗生活过得热热闹闹。

据该园园长谢红云介绍，该园
还引入当地民间艺术“跑马灯”，成
立的“萌娃马灯队”分别于2021年
春节与2022年7月两次走上央视
舞台。2022年，该园的“跑马灯”项
目申报了鄞州区第八批非物质文
化遗产（教学）传承基地，实现了非

遗教育的落地生根。
塘溪镇中心幼儿园则以“传承

名人文化，打造乡村美丽乐园”为
宗旨，把基础课程、田野课程、名人
文化这三者相融合，构建了“我是
塘溪人”特色园本课程。

在倡导合而不同、差异发展的
发展模式下，各乡村幼儿园打造出

“一园一品”的个性化色彩，教学质
量也得到了家长的认可。近日，家
住鄞州中河街道的施羿帆妈妈，给
孩子报名入读了塘溪镇中心幼儿
园（管江园）的小班，她告诉记者：

“我娘家在塘溪，知道这里开了新
幼儿园后就去参观了下，对各方面
都挺满意的。其实去年就在这里读
托班了，孩子很喜欢，把孩子放在
这里我很放心。”

直击民办园撤并痛点
提升乡村学前教育办学质量

将本土文化融入园本课程
让“爱家乡”教育生根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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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塘溪镇中心幼儿园（管江园），阳台成了孩子们的种植乐园。

瞻岐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学习“跑
马灯”。

咸祥镇中心幼儿园操场上的
“咸祥号”主题游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