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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黄嘉佳记者李慧婷

“希望尽我所能帮助孩子们，

送他们奔向更好的未来。”盘起的

长发、盈盈的笑容，谈起思明区玉

秀小学的点点滴滴，校长万秀红

滔滔不绝。

办学初衷
让更多外来工子女有书读

“为外来工子女办学”的初

心，来自万秀红女儿的求学经历。

1994年，万秀红和丈夫荣继

达从四川老家来厦门务工，她进

入一家民办幼儿园当老师。

1998年，万秀红把7岁的女儿荣

悦接到厦门，孩子的上学问题随

之而来。

“那时候，我们到处找学校。

因为孩子的户口不在厦门，想找

个学校读书太难了！”经过一段时

间奔波，万秀红发现还有很多和

自己女儿一样的外来工子女也存

在“上学难”问题。

“既然如此，我就自己办学

校。”万秀红下定决心。经过不到

一年的筹备，1999年，在洪文石

村的一栋居民楼里，玉秀小学正

式成立。

玉秀小学的办学之路并非一

帆风顺，从1999年小学成立，到

2005年转型为中学，2013年再次

过渡回小学，经费、师资、场地

……万秀红遇到了不少困难。

“我们曾经要刷信用卡才能

付得起老师们的工资。我也曾经

有放弃的念头，但一想到如果学

校没了，这些孩子该怎么办？我

就觉得还是得再坚持一下。”万秀

红说。

“从一开始只有48名学生，

到现在学生已经有近1600人。”

万秀红告诉记者，能让更多外来

工子女有书读、有出路，让他们的

父母可以更安心打拼，就是她办

学最大的目的。

往日善举
热心帮学生教职工解难题

在万秀红的校长室里，一排

锦旗十分醒目。这些锦旗，有的

来自学生和家长，还有的来自学

校的教职工。学校的许多教职工

早就和万秀红成了在异乡相互支

撑前行的“家人”。

“这面锦旗是刘老师一家送

来的。”万秀红向记者讲述了这面

锦旗的故事。那是一天傍晚，万

秀红接到医院的电话，称刘老师

突发急症正在医院救治。由于刘

老师的亲人不在身边，赶到医院

后，万秀红忙前忙后，为刘老师办

理住院手续、置办住院必需品，直

到刘老师脱离危险才松了口气。

前一段时间，万秀红参加了

一名学生的婚礼。她告诉记者：

“办学之初，这名学生和我是邻

居。后来，学生的父母因工作致

残，家庭比较困难，我就想着，能

帮就多帮一些……”万秀红不仅

为这名学生的父母提供了工作岗

位，免除了他们大女儿的学费，还

帮他们向社区申请了几年救助

补贴。

谈到这些善举，万秀红认为，

只要自己能做到，就要带着善意、

带着爱尽力去做。不管帮多帮

少，只要能解孩子们、教职工们的

燃眉之急，能让他们在异乡感受

到家的温暖就是好的。

扶贫济困
将常态化帮扶困难学生

“刚到厦门时，我得到了很多

好心人的帮助，一直很感恩，所以

想要将爱延续下去。”万秀红坦

言，当初在居民楼里创业办学，若

不是有街坊邻里、社会各界帮助，

她肯定支撑不了那么久。

有一次，在和同学聊天时，万

秀红了解到家乡四川仪陇的一所

学校学生需要衣物，就把闲置的

上百套新校服打包寄了过去。“对

我来说，这可能只是举手之劳，但

是只要能帮助别人，就是有意义

的大事。”万秀红说。

2023年年底，万秀红组织学

校的教职工一同为有困难的学生

家庭送温暖。“所有支出都由学校

承担。当年没有能力帮忙，现在

有能力了，我就想多帮一点。”万

秀红说，将来要将帮扶困难学生

变成常态化的行动，每学期末都

摸排一次，组织上门慰问，把心意

和温暖送到困难学生家中。

希望送孩子们奔向更好的未来
思明区玉秀小学校长万秀红坚持办学，热心帮扶困难学生

晨报讯（记者 许蔚菡）为进

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

建全员全程全方位协同育人模

式，近日，由厦门一中主办，厦门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厦门市教

育科学研究院、福建省厦门实验

小学、厦门市深田小学共同参与

的“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

化建设推进会”在厦门一中思明

校区举行。

厦门一中党委书记、校长陈

文强表示，五年来，厦门一中大

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持续推进大

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

设，开展了一系列创新活动。例

如，2020年 12月 23日，厦门一

中与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签约成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实训基地。同日，厦门大

学原宗丽教授、厦门一中苏雅苹

老师和厦门实验小学洪雅萍老

师同课异构开讲一个主题“奋斗

新征程，逐梦新时代”。2021年

12月19日，在厦门市第十二届

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上，厦门一

中思政和历史老师共同呈现一

堂政史融合创新课“砥砺百年，

铸就中国精神”。2022年10月

30日，厦门一中与厦门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联合主办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创新研讨会，厦

门一中与厦门实验小学开展了

形式多样的思政专题交流研讨。

“我们构建起‘六大思政教

育观’工作体系，推动学校教育

主体、教育资源、教育平台同向

汇聚，形成校地联动、资源互融、

育人共促的‘大思政教育’新生

态。”陈文强说，这个工作体系是

厦门一中全面加强党对思政课

的领导、推动思政课建设环境不

断改善的生动缩影。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常务副院长张有奎认为，思政课

的本质是讲道理，这就要求以理

服人，不生硬灌输。他说：“讲故

事是提高‘抬头率’和‘点头率’

的法宝。讲好新时代故事，以讲

故事的方式讲道理，学生才能爱

听爱学，听懂听会。”

记者了解到，厦门一中推出

了“行走的思政课”、模拟法庭、

模拟政协、针锋相对的课堂辩论

会、时政青年说等，沉浸式、体验

式的教学方式紧紧抓住了青少

年学生的“味蕾”，让思政课真正

“活”起来。厦门实验小学以“筼

筜湖的蝶变”“鼓浪屿八卦楼的

守护”“军营村的变化”等典型事

例为切入点，讲好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的厦门故事，不断提高思政

课的吸引力和针对性。

会上，厦门市深田小学党支

部书记、校长吕珈臻分享了思政

课建设经验。她说，深田小学充

分挖掘社区资源，赓续红色基

因，创造性地提取“近邻文化六

因子”，研发14套研学课程并投

入使用，在2023年5月接受教育

部教材局调研时受到高度评价。

与会者就“如何培养更多让

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

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展开深入讨

论，希望在已经取得积极成效的

基础上，持续加强教师队伍课程

思政能力、不断提高课程思政建

设质量，推进“思政一体化”建设

内涵式发展。

让思政课真正“活”起来
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推进会在厦门一中举行

思明区玉秀小学校长万秀红。记者王世伟摄

晨报讯（记者 周莉）近日，

福建省桥牌协会组织的福建省

首届青少年桥牌网络个人赛举

行，共有来自福州、厦门、漳州、

泉州和龙岩的82名大中小学生

参加。经过激烈角逐，厦门大

同小学学生李珺安击败许多大

学生选手，获得二等奖。

李珺安今年7岁，刚上小学

一年级。去年暑假，他第一次

接触桥牌，就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在去年9月举行的全国中

小学生桥牌第五届网络训练赛

中，他和搭档获得20:0的佳绩。

据了解，在家长引导下，李

珺安兴趣广泛，前不久取得“智

宝宝杯”2024春季厦门市国际

象棋等级赛男子十级组亚军、

儿童50米蝶泳第三名。接下

来，他还将报考钢琴五级。

7岁小学生玩转桥牌
获福建省首届青少年桥牌网络个人赛二等奖

晨报讯（记者 陈丽 通讯员

经静娇）嘹亮的歌声、振奋人心

的理论宣讲……5月 15日，由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师生共同演

绎的爱国主义大课堂在厦门广

电演播厅进行。

大课堂以“青年有担当，祖

国有未来”为主题，从“理想之

光，信念之锚”“改革开放，拼搏

奋斗”“青春筑梦，强国有我”三

大篇章，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

式发展，提高思政课的吸引

力。活动中还穿插了舞蹈、说

唱、朗诵等节目。

“爱国主义教育是为国家

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本

次大课堂把爱国爱校与‘马塘

精神’紧密融合，传承艰苦奋

斗、拼搏创新的精神，激励青年

学子勇担时代使命，在新征程

中展现青春亮丽底色。”厦门南

洋职业学院负责人介绍。

厦门南洋职业学院推出爱国主义大课堂

厚植爱国情 青春勇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