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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教育

本报聊城3月6日讯 (记者
张跃峰 ) 沐浴着“学习雷

锋好榜样”的春风，即日起，
齐鲁晚报联合共青团聊城市
委、蒲公英行动(聊城)志愿者
协会发起“阳光励志奖学金”
名企认领活动，为企业奉献
爱心助力品学兼优的贫困学
子搭建起一个平台。

此次“阳光励志奖学金”
名企认领活动，由聊城市教
育局协办，是为了进一步拓
宽聊城市各大知名企业奉献
爱心、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
渠道。众所周知，聊城拥有众

多美誉度高、热线社会公益
的企业或企业家。在企业不
断做大做强的同时，这些企
业或企业家非常关注社会公
益事业发展，不断为一些弱
势群体提供经济及物质方面
的资助。

在这个基础上，“阳光励
志奖学金”名企认领活动将
搭建起一个更好的平台，让
热线社会公益事业的企业和
企业家的爱心发挥出更大力
量，通过奖励一些品学兼优
的贫困学生，助力这些贫困
学子健康茁壮成长。

“阳光励志奖学金”名企
认领活动，将通过聊城市知
名企业或企业家进行捐助，
募集励志基金在全市一些中
小学校设立奖学金，并且以
捐献爱心的知名企业或企业
家的名字命名奖学金，通过
奖励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的
方式来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激励这些贫困学生更加勤奋
学 习 、努 力 进 取 ，在 德 、智 、
体、美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即日起，热心知名企业
或企业家可致电本报新闻热
线0635-84512345或蒲公英

行动(聊城)志愿者协会捐赠
热线0635-8259569报名。按
照“阳光励志奖学金”名企认
领办法，知名企业或企业家
认 领 捐 助“ 阳 光 励 志 奖 学
金”，单笔捐献额度应不低于
1万元，以方便与相关学校对
接奖学金冠名等事宜。

奖学金的发放方式、时间
及具体奖项设置，将由捐助的
爱心企业或企业家与接受捐助
的学校协商，而后经齐鲁晚报、
共青团聊城市委、蒲公英行动
(聊城)志愿者协会联合聊城市
教育局审核认定后执行。

本报联合共青团聊城市委、蒲公英协会发起活动

倡倡议议名名企企进进学学校校设设““励励志志奖奖学学金金””

聊城一中家委会从学校主导改为独立运作

学学生生家家长长轮轮流流在在学学校校义义务务““坐坐班班””

家委会由学校主导的格
局运行了1年多时间之后，到
2010年换届改选时出现转机。
陈玉芝说，当时有一位热心家
长因为时间充足，经常给学校
提一些意见和建议，后来经过
多次协商，学校就决定由他来
参加家委会换届竞选，并在他
竞选成功之后由其召集其他
热心家长自行“组阁”。

“从那时开始，我们学校
的家委会就渐渐走上了独立
运作的路子。”陈玉芝说，因

为家委会独立运作之后，无
论是家委会成员还是其他学
生家长，都逐渐认识到这是
一个与学校沟通的平台，家
长与学校互相不沟通的格局
得到了彻底改变。

目前，聊城一中不仅有
校级家委会，还有级部家委
会乃至班级家委会，形成了
一个独立的体系。陈玉芝说，
由于家委会的网络已经覆盖
到每个班级，而且基本上已
经覆盖到每个学生家长，不

仅学校有什么事可以直接跟
家长们进行沟通，家长们遇
到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跟学
校进行对话。

据陈玉芝介绍，那个时候
正好还赶上一个发展契机，山
东省教育厅正好从2010年的8
月份开始在全省全面推广家
委会的建设，并委托北京一家
研究机构来山东进行调研，还
在2011年成立了一个课题组，
聊城一中于2012年通过了这
个课题的研究。

首次主任竞选改变局面

学校主导格局渐渐成为独立运作

作为聊城较早推动家
委会的学校，聊城一中2008
年4月份开始组建家委会，
在以学校主导推行1年之
后，又改为家委会独立运
行的形式。从2009年9月1日
开始，家委会在学校有了
一间专门的办公室，由一
些有时间的家委会成员轮
流义务在学校值班，通过
热线、QQ群等受理家长反
映的问题，然后转给学校
并督促办理。

3月3日上午，高一学生
家长高霞和张闽英作为值班
人员，受家委会委托在学校
提供的办公室里值班，通过
家长热线、QQ群受理家长反
映的各种问题。其中高霞属
于周一固定的值班员，她告
诉记者，自己是当天的固定
值班员，是一名全职陪读，因
为让有工作的学生家长来值
班也不现实。

高霞介绍说，正常情况
下固定值班员本来有两人，
只不过张闽英临时申请来值
一天班，所以她就跟另外一
名固定值班员商量，两人轮
流着一个上午来一个下午
来。

说起家长轮流在学校“坐

班”，陈玉芝说这项制度也是
从家委会开始独立运行后实
行的，主要是为了方便家长与
学校有个沟通平台。眼下，值
班的学生家长接到反应的情
况后，通过陈玉芝所在的心理
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反映给
学校有关部门，然后再进行后
续跟踪督促解决。

高霞则告诉记者，这只
是家委会其中的一项工作。
日常值班时，她们也会经常
推门听课、参与学校的各项
推优评选等工作。高霞还找
出 了 一 份 情 况 反 馈 表 说 ，
2013年的10月份由于有学生
反映学校食堂饭菜不可口，
为此家委会特意在没打招呼
的情况下，去食堂进行了实

地调查。“当时虽然发现饭菜
质量还不错，但还是发现了
一些需要改进的细节。”高霞
说，当他们将这些问题反馈
给学校后，得到了有关领导
的高度重视，短短几天时间
就将所有问题进行了整改。

张闽英则参加了上学期
省级优秀学生的推选投票，
据其介绍，眼下学校有什么
大事都会通知家委会参与。
以自己参加的省级优秀学生
投票来说，在包括学校主要
领导在内的11名评委中，家
委会成员占两席，而且这个
投票没有任何高低比例之
分。“一票就一票，根本不存
在校领导的投票占的比重高
的问题。”

参与学校事务日渐增多

家长已轮流在学校“坐班”近四年

根据相关资料，聊城一中的
家委会是从2008年组建的。在这
之前，先是召开统一的家长会，
2007年又建立的家长学校。聊城
一中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主任陈玉芝介绍说，这些都为后
来组建家委会积累了经验。

陈玉芝说，她当时参加了家
长委员会的组建，最初之所以有
这个动议，是因为学校发现每个

“问题孩子”的背后都有“问题家
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建立
了家长学校。后来，随着与学生
家长交流的机会增多，就有热心
家长要求为学校的教育提供支
持，经过多次交流后，向校领导
提出了组建家长委员会的建议。

2008年4月12日，家委会得
以成立。只不过这个时候是由校
方主导，在每个班里找几名热心
家长，代表其他家长给学校提建
议和要求，当时设想的是一学期
组织一次家委会成员的见面会，
由校领导谈谈一个学期的工作
及未来大事安排，来征求大家的
意见和建议。陈玉芝说，运行了
一年之后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当时参加家委会的基本都是领
导，日常的工作都很忙，遇到有
家长提出问题后，找家委会成员
协商时大家都很难抽出时间来
参加。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陈玉芝分析说，是因为当时学生
家长互相都不认识，只能由学校
根据前期的摸底进行提名，虽然
后来也是投票选举的，但总是克
服不了这个问题。

最初学校主导家委会

参加的大都是领导

见个面都难

本报记者 张跃峰

家委会成员在食堂进行随机抽查。

本报聊城3月6日讯 (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张萍 ) 聊城
大学日前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会议管理的规定》和《关于进一
步精简文件的规定》，要求精简会
议、精简文件，杜绝“文山会海”，
规定能在电话里说清楚的就不再
召开会议布置。

据聊城大学相关负责人介
绍，学校此次出台的这些规定，围
绕严控会议数量、规格和经费、严
格会议审批程序等方面对会议管
理作了具体规定，并明确要严掌
握公文制发权限、严控公文制发
数量和规格等方面的公文管理。

针对加强会议管理，聊城大
学提出严格控制会议数量，能以
电话方式解决的工作不召开会
议；已印发文件的工作一般不再
召开会议；能与上级召开的电视
电话会议相结合召开的会议不再
单独召开会议；会议时间相近、参
会人员相同的会议能合并召开的
尽量合并召开。

严格控制会议规格，学校召
开的全体校领导参加的会议，会
期原则上不超过2天。严格控制会
议经费，不得超标准使用会议经
费，不得挤占其他经费，不得摊派
和转嫁会议经费，不得发放会议
纪念品。

针对进一步精简文件，聊城
大学提出没有必要发的公文坚决
不发，可发可不发的尽量不发提
倡清新简练的文风，公文正文内
容原则上不超过3000字。

聊城大学向

“文山会海”说NO

本报聊城3月6日讯 (记者
凌文秀) 近日，省文化厅在山东
青年政治学院举办了山东省文化
广场辅导员(广场舞)培训班，聊城
28名广场舞专业辅导老师前去济
南参加培训。现五期培训已全部
结束，我市选派的辅导员也顺利
通过考试，获得了结业证书。

据了解，这28名广场舞辅导
员有来自文化馆(站)的基层文化
工作者，也有广场舞资深爱好者；
有朝气蓬勃的青年人，也有50多
岁的中老年。

此次培训任务重，时间紧，强
度大，6天学习了两堂理论课和7

个广场舞，活动量大，对体力要求
较高，这对年龄较大的学员来说
是一项挑战。年龄58岁的范老师
由于高强度的训练膝盖承受不
了，每天涂红花油缓解疼痛，但依
然坚持完成了培训。

他们先后学习了东北秧歌
《活宝》、健身舞《啦啦操》、现代舞
《中国范》、胶州秧歌《红珊瑚》、芭
蕾风情舞蹈《春天的芭蕾》、陕北
拥军秧歌《大秧歌》、少数民族舞
蹈《幸福山歌》和《广场舞简述》、

《群众舞蹈的编排》两堂理论课。

聊城有了28名

广场舞辅导员

3月5日，聊城大学化学化工
学院的大学生们利用废旧物品制
作了供上课期间放置手机的“手
机驿站”，倡议同学在上课之前将
手机调成静音或关机放进手机驿
站统一保管。

本报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王登虎 王晓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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