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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富多彩的入学形式，各方面兼顾的入学教育
内容，努力营造的家校共育氛围……开学季，多地中
小学推出富有特色的迎新举措，帮助小学一年级、初
一、高一的新同学们适应新环境。迈入洋溢着朝气
与活力的校园，新生们正满怀憧憬站在新起点上，朝
着崭新的学习生活出发。

创新入学形式 迎接新同学

　　踏入学校，拿到校园打卡单，在各体验区打卡，
集齐印章领取开学礼……在浙江嘉兴桐乡市濮院茅
盾实验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时通过这一套趣味流
程认识新环境。在图书馆挑选感兴趣的图书，在体
育馆打球跳绳挥洒汗水，在美术教室和琴房感受艺
术魅力，孩子们在打卡体验中玩得不亦乐乎。
　　“各体验区都有老师介绍校园场地，一些高年级
学生也参与引导，新生们在此过程中能很快熟悉校
园，为校园生活做好准备。”学校一年级教师费秋
萍说。
　　正衣冠、点朱砂、击鼓明志、赠笔仪式……在海
口市玉沙实验学校，小学一年级新生通过“开笔礼”
在传统文化熏陶中开启人生第一个重要学习阶段。

“‘开笔礼’在古代是孩子们正式进入学堂时的传统
教育礼仪。新生们在其中可将自己代入，感受启蒙
教育。”学校一年级一班班主任李芳说。
　　“新生入学时的仪式感能帮助他们增强自我意
识，明确角色定位，更加主动适应新的学习生活。”浙
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肖龙海说。
　　为使新生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生活，中小学纷纷
结合自身实际推出各具特色的引导措施。湖北省武
昌实验中学组织高一新生开展综合实践活动，包括
校史讲座、心理健康指导等，帮助学生在入校前完善
思想认知、做好心理调适。成都七中初中附属小学

围绕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养成、
师生情感交流，在开学第一周制定“学习准备期”课
程。在浙江，遂昌县实验小学开展幼小衔接新生暑
托班，通过礼仪、运动、艺术等多方面课程，让孩子了
解并喜欢上学校的学习生活。

丰富教育内容 开启新阶段

　　“新生入学教育是其迈入全新学习阶段后‘第一
粒扣子’，对后续学习生活有重要影响。”华中师范大
学教育学院教授罗祖兵说，学校在此时可加强理想
信念教育，帮助学生确立新阶段的学习生活目标。
　　开学首日，迎着朝阳，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校长
汪拥军在新学期开学典礼上寄语新生规划好高中生
活，做独立思考的探索者，胸怀家国，接过时代的接
力棒。
　　台下，高一新生姚亦尧对未来充满期待：“我对
理工科非常感兴趣，以后想报考人工智能相关专
业。”他希望将个人人生目标融入国家发展需求，以
后为科技进步作贡献。
　　校园安全、科技创新、传统文化等主题，让新生
入学教育内容更丰富。
　　四川省凉山州，一场主题为“防汛防地灾暨校园
安全”的开学第一课日前在西昌市大箐小学各班举
行。课堂上，一年级新生通过生动的方式学习避险
自救知识。学校教师沙马比尔说，学校地处山区，自
然灾害发生频率较高，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提高他
们的安全和自我保护意识。
　　在成都七中初中附属小学，一年级新生在高年
级学生志愿者带领下，游览学校人工智能馆、航天馆
等，打卡完成各场馆闯关任务。学校学生家长发展
中心副主任杨欣竹说，其中的科创体验有助于开启
孩子们在学校创新创造的大门。此外，学校还设计

了“诗词天宫”体验活动，新生在老生带领下朗读古
代诗词名篇，亲近、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家校共同努力 书写新篇章

　　对于家住浙江丽水市的妈妈叶艳景来说，这个
开学季有点特别：女儿纪昀朵上了小学一年级，儿子
升入初中开始住校，两个孩子各自开启了人生新旅
程。作为新生家长的她该如何做？为此，她聆听了
学校的家庭教育讲座，希望能获得更多教育灵感，增
强孩子面对新学期新挑战的信心。
　　李芳认为，和其他年级学生家长相比，新生家长
对孩子情况容易着急敏感，这就需要老师带领家长
了解孩子心理变化，共同陪伴并帮助孩子顺利开启
人生新阶段。
　　开学季，中小学通过多种方式对接新生家长，促
进家校共育。在湖北省武昌实验中学，老师在新生
家长会上介绍高中阶段孩子们的身心特点，让家长
一同适应新阶段的新变化；在桐乡市濮院茅盾实验
小学，家庭教育指导课、相关视频和学习手册齐上
阵，强调亲子关系的重要性。
　　人大附中海口实验学校小学教师梁昌丹认为，
家长在孩子启蒙阶段有重要作用，应当重视亲子阅
读，以多种游戏形式加强孩子专注力训练，培养积极
情绪，帮助孩子养成良好习惯。
　　“新生入学仪式、开学第一课很重要，但更重
要的是重视平时教育教学过程。”肖龙海说，老师
和家长在其中应共同引导孩子，给予支持鼓励。他
建议家长加强对孩子在校情况和心理状态的关注，
潜移默化做好榜样示范，帮助孩子学有所获、快乐
成长。
  （记者张晓洁、邢拓、赵叶苹、万芃琦、袁睿）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初秋时节，黑龙江省佳木斯
市桦南县10余万亩紫苏长势喜
人，宛如一幅翠绿的画卷，在金
色的阳光下绽放着勃勃生机。
　　桦南县所处的东北平原是
世界三大黄金黑土带之一，四季
分明、日照充足、雨量充沛，适合
寒地紫苏生长。这里已有数十
年种植、食用紫苏的历史，被誉
为“中国紫苏之乡”，桦南紫苏也
获得了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
认证。
　　近年来，桦南县着力扶持紫
苏产业，以紫苏种植、产业链布
局等为抓手，推动特色产业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
发展。
　　桦南县孟家岗镇保丰村村
民高玉财在田间摩挲着近一人
高的紫苏，喜不自胜：“这可是桦
南的宝贝啊。”
　　高玉财原先种植大豆、玉米
等传统大田作物，2007年抱着试
一试的心态开始种植紫苏，当年
每亩地的收入就达到了原来的
三倍，“从没想过能卖那么多钱，
我和媳妇激动得睡不着觉。”尝
到了甜头之后，高玉财开始逐步
扩大紫苏种植面积、开展标准化
种植。如今他已是远近闻名的

“紫苏专家”，不仅牵头成立了紫
苏种植合作社，还有来自贵州的
企业主动上门寻求合作。
　　离保丰村不远的桦南县驼
腰子镇新合村以紫苏入选了全
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项目。村
里的脱贫户杨玉贵因身体原因，无法从事传统作物的大田耕
种。2021年，经村里帮扶，杨玉贵种植了90多亩紫苏，当年的收
入达到20多万元。
　　新合村党支部副书记焦学山介绍说，紫苏给村里带来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全村330多户村民共种植了近2.4万亩紫苏，收
入明显提高，约三分之二的家庭因此开上了小轿车。一些村民
还到齐齐哈尔、牡丹江等地扩大种植面积，寻求更大的发展。
　　桦南县并不仅仅满足于传统的紫苏种植和销售，而是积极
探索全产业链布局，从而提升产业附加值。
　　在桦南农盛园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一粒粒咖啡色
的紫苏籽正在脱壳机上跳动。由紫苏上收获下来的紫苏籽经
过水洗、烘干、脱壳、分级、冷榨、精炼、罐装等环节后就变成了
一瓶瓶香气袭人的紫苏油，而这只是众多紫苏产品的一小
部分。
　　桦南农盛园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孙辉介绍，公司依托桦南
县当地丰富的紫苏资源，结合市场需求研发了紫苏油、紫苏月
饼等特色产品，实现年产值约5200万元，带动当地近120人就
业，产品远销江苏、安徽、浙江等地。
　　桦南县还有不少像农盛园这样的紫苏加工企业，利用紫苏
籽、叶、根、茎的不同特点，生产中药材饮片、紫苏米、紫苏代餐
粉、紫苏调料等丰富多样的产品，以精深加工的方式延长产业
链，经济效益大大提升。桦南县委书记徐永刚表示，紫苏是当
地独具特色的优势产业，桦南县将以扩大种植规模、深耕加工
链条、推动研发创新等手段，实现紫苏产业提档升级。
              （新华社哈尔滨9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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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发 吧 ！ 新 同 学
——— 多地中小学“迎新”现场扫描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上海9月3日电 （记者 胡洁菲）随着
创新产品持续涌现，各行业对产业化空间载体的需
求大幅增加。为进一步破解生物医药制造成本高难
题，上海市智造空间·生物医药标准厂房及重点项目
开工仪式近日在张江创新药基地举行，总投资约107
亿元，将新增标准厂房61.8万平方米。
　　“传统的重工业对载重等有较高要求，有的要求
单层厂房，生物医药产业无需过度强调‘载重’，因此
具备‘上楼’的条件。”上海市浦东新区科经委副主任

张彤认为，上海各类生物医药创新企业“苗子”多，
“爆发式”增长阶段需要快速找到适配的研发制造空
间，各类智造空间能够很好地契合这一发展规律，促
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
　　近年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等创新制度
在浦东先行先试，区域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达到近3400
亿元，诞生了全国约15%的原创新药和10%的创新医
疗器械。
　　“上海的产业空间日趋饱和，在减量化背景下，推

动‘工业上楼’、打造智造空间可以推动制造业从‘平面
缩圈’转向‘立体增长’，提升经济密度。”上海市经信委
总工程师葛东波说，打造智造空间是破解产业发展空
间制约的必然途径，也是超大城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的有益探索，此举将促进“低容积率成为高容积率、低
效用地升级高效用地、低端产业迈向中高端产业”。
　　目前，上海正抓紧制定相关行动计划，以大空
间、大载体引导大项目、大产业，推动上下游配套资
源集聚，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集聚化发展。预计到2024
年底，开工建设生物医药标准厂房近500万平方米，
其中2023年开工约180万平方米。
　　上海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智造空间的建
设和使用，将坚持工业属性，确保新增空间用于发展
实体经济；同时，坚持产业地图引领，避免一哄而上、
盲目建设；严格实施全过程监管，严防后续用途转变
和“炒楼”“炒地”行为。

上海推动“工业上楼” 开工建设百亿元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