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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托管”书写教育惠民“大文章”
记 者 唐龙泉飞 文/图

2 月 24 日，昭通各地中小学迎来
开学日，参与寒假托管班的 7715 名孩
子 也 纷 纷 回 归 校 园 生 活 。 对 于 他 们
来说，这个寒假缤纷多彩，快乐与喜
悦挂在脸上，参与寒假托管班是一段
意义非凡的成长经历。

寒暑假期间，“孩子去哪儿”一直
是 困 扰 家 长 们 的 难 题 。 在 昭 通 这 片
教育热土上，一场以“政府主导、学校
主体、社会参与”为特色的假期托管
服务改革，正悄然改变着城乡教育图
景。从乌蒙山麓到金沙江畔，从城镇
社区到偏远村小，昭通市以“办好教
育民生实事”的担当，将假期托管服
务打造成纾解家长焦虑、促进学生成
长、推动教育公平的重要载体。

让留守儿童在假期仍然有人教、
有人管，通过关心和关爱守护学生成
长，是昭通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
动实践之一，也是昭通用实实在在的
惠民举措践行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的庄严承诺。

今年以来，昭通各地积极探索多
种形式的寒 假 托 管 班 ，让 留 守 儿 童
的 假 期“ 玩 有 所 乐 、学 有 所 获 ”，让
留 守 儿 童 共 享 优 质 教 育 ，并 以 此 为
契 机 解 除 外 出 务 工 家 长 的 后 顾 之
忧 ，提 高 人 民 群 众 的 幸 福 指数。

顶层设计破题
构建全域覆盖的托管服务体系
2024 年暑假，昭通创新实践留守

儿童假期集中托管服务工作机制，以
学校为主阵地，设立 763 个托管点，托
管服务 2.7 万余名儿童。这一经验做
法入选全省“十种办学好模式及实践
案例”，被新华网等主流媒体点赞，获
得了家长和社会的广泛好评。

2025 年寒假，昭通继续做好留守
儿童假期集中托管服务工作。

在永善县城南小学托管点，悠扬
的歌声萦绕在校园的每个角落。教室
里，老师与志愿者悉心地指导孩子们
唱 歌 ，孩 子 们 的 脸 上 满 是 认 真 与 专
注，课堂氛围十分活跃。“托管班开设
有多彩体育、劳动实践、创意手工、作

业辅导、阅读等 16 门特色课程，采取
‘托、管、教’相结合的方式，为孩子们
提供多元的学习与活动体验，提升综
合素质，让他们度过一个别具特色又
有意义的寒假。”永善县城南小学教
师贾正超说。

永善县所采取的精准施策模式，
正 是 昭 通 有 效 保 障 留 守 儿 童 寒 暑 假
平安、健康、快乐成长的缩影。该模
式 充 分 利 用 学 校 、“ 儿 童 之 家 ”、“ 童
心港湾”等阵地，开办免费的寒暑假
集中托管班，构建起党委统一领导、
政府组织实施、部门协同配合、家校
社有效联动、全社会共同关爱的工作
机制，形成覆盖 11 个县（市、区）的托
管网络。

昭通是劳务输出大市，常年有 260
余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 9.2 万
名儿童留守家中。做好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不仅关乎脱贫攻坚成果巩
固、促进群众增收，还关乎社会和谐稳
定大局。抓好假期集中托管，是抓好留
守 儿 童 关 爱 保 护 工 作 的 具 体 实 践 。
2023 年以来，全市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儿童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
府有关部署要求，创新实践“12345”集
中托管服务机制，有效解决了寒暑假
期间留守儿童在家无人管、安全无保
障、学业难辅导等问题。

数 字 见 证 成 效 ：2025 年 寒 假 期
间 ，整 合 学 校 、“ 儿 童 之 家 ”、儿 童 福
利院等资源，全市共设立留守儿童集
中 托 管 点 443 个 ；开 设 非 遗 传 承 、劳
动 实 践 等 特 色 课 程 58 门 ，课 程 丰 富
度不断提升；引入大学生志愿者、退
休教师等社会力量 839 人，师资力量
更 加 多 元 ；集 中 托 管 服 务 留 守 儿 童
7715 人，11 个县（市、区）实现托管服
务全覆盖，有效填补了寒假期间因家
长缺位导致孩子长期“放养”的空白。

在绥江县福兴社区，依托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建起的“四点半学校”，
不仅提供作业辅导，还设有亲子视频
室 、心 理 疏 导 角 等 ，让 200 多 个 搬 迁
家庭感受到了教育的温度。

育人模式创新
打造五育融合的成长新天地
盐津县的寒假托管班早已“改头

换面”：盐井镇水田第二小学增设手
工、绘画、音乐、体育等兴趣课程，激发
了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求知欲；滩头乡
玉屏社区的“儿童之家”，返乡大学生
志愿者引入科学小实验、英语启蒙等
拓展课程，拓宽了孩子们的学习思维；
牛寨乡新华村的公益课堂深受家长和
孩子们的欢迎，通过趣味问答的方式
引导孩子们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落雁
乡的农家书屋成为孩子们的“精神乐
园”；元宵节前夕，普洱镇的志愿者组
织孩子们猜灯谜，向他们讲述元宵节
的起源与习俗，手把手教孩子们包汤
圆，让他们在趣味中感受中华文化的
深厚底蕴……这种“基础托管+素质拓
展”的模式，现已成为昭通假期托管的
标配。

今年是“扎西会议”召开 90 周年，
威信县的托管班将讲好“扎西会议”故
事融入红色教育主题，通过讲红色故
事、看红色视频等方式，让孩子们学习
和了解在家乡发生的红色故事，培养
他们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的精神，激发
他们的爱国热情。“根据不同主题，精
心设计服务内容，让孩子们在假期讲
一个红色故事、会写一幅字、会画一幅
画、会做一个手工、会跳一支舞、会唱
一首红歌、会讲一个安全知识、学会一
项生活技能、学会一种体育技能、学会
一项非遗技能。”威信县教育体育局主
要负责人介绍。这样的特色项目，培
养出了一批“金沙江畔小讲解员”“乌
蒙山小茶农”等，让山区孩子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教育变革带来喜人成果：目前，昭
通 中 小 学 生 体 质 监 测 优 良 率 达
54.11%，近视率、肥胖率实现双下降，
科技创新大赛获奖数量翻番，留守儿
童心理问题发生率不断下降。

在巧家县老店镇，41 名留守儿童
在老师和志愿者的陪伴下，尽情享受
着 欢 乐 的 寒 假 时 光 。 在 学 校 图 书 馆
里，“书香教师”赵成元引导孩子们挑

选 自 己 喜 欢 的 书 籍 阅 读 并 分 享 读 书
心得。“读书分享课就像一扇通往新
世界的大门，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丰富
多彩的知识宝库。”四年级学生雷舒
然说。在教室里，返乡大学生志愿者
王诗语、王秋瑞带领孩子们开展手抄
报、手工课活动。孩子们在志愿者的
引导下，绘制出色彩斑斓的手抄报，
通过手工制作将创意变为现实。足球
场上，老师王朝荣凭借专业知识与满
腔热情，为孩子们讲解足球规则，传
授荡球、踩球、拉球等技巧，带来了丰
富充实的足球学习体验。这些变化，
印证了昭通教育正逐步实现“托管服
务不是看管，而是唤醒”的教育理念。

生态优化提质
绘就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图景
春节假期刚过，昭通广大农村劳

动力就奔赴全国各地，开启了“薪”生
活，他们的子女也不得不开启了“留
守”生活。

家住威信县扎西镇龙溪社区的小
学生陶媛媛便是留守儿童中的一员，
其父母在浙江打工。“我是第二次参加
托管班，很开心，不仅能学到新知识，
还能提升我的生活自理能力，我感到
非常充实。”陶媛媛高兴地说。

巧 家 县 老 店 镇 老 店 社 区 群 众 汪
应 辉 春 节 过 后 就 外 出 务 工 。 他 从 寒
假 托 管 班 级 群 里 看 到 了 孩 子 汪 煊 分
享蛋糕的照片，心里感到无比温暖：

“过去，到了假期孩子就在家里玩手
机 。 现 在 孩 子 既 能 完 成 作 业 ，又 学
会了包汤圆、做扎染，连性格都开朗
多 了 。 我 们 家 长 牵 挂 少 了 许 多 ，可
以安心务工养家了。”

这种转变的背后，是昭通市构建
“ 家 校 社 ”协 同 育 人 机 制 的 持 续 努
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形成家
校社有效联动、全社会共同关爱的长
效工作机制；坚持公益性、自愿性，不
强制要求参加，不收取任何费用；以开
展德、智、体、美、劳等寓教于乐的活动
为主，适当辅导假期作业，针对性开展
心理健康教育；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制

要求，确保志愿者队伍、留守儿童、活
动组织、日常管理安全有序；坚持以学
校为主阵地，县、乡、村三级联动覆盖，
形成上下贯通、左右互联、资源互补的
工作格局，确保托管服务既“托得住”
更“管得好”。

教育生态的改善带来连锁效应。
大关县翠华中学教师李荣发现，参加
过假期托管的学生，“开学焦虑症”得
到 了 明 显 缓 解 ，学 习 主 动 性 显 著 增
强 ，行 为 习 惯 也 有 了 显 著 改 善 。 今
年 寒 假 ，彝 良 县 发 界 安 置 区 的 孩 子
们 ，在 老 师 的 辅 导 下 攻 克 难 题 ，在
思 维 的 碰 撞 中 不 断 成 长 ；在 兴 趣 活
动 中 收 获 快 乐 ，在 阅 读 中 汲 取 智
慧 ，在 球 场 上 挥 洒 汗 水 ，用 画 笔 描
绘 梦 想 ；在 红色教育的洗礼中，让革
命 精 神 在 心 中 扎 根 ，成 为 他 们 前 行
的动力……这些 积 极 的 变 化 都 得 益
于 假 期 托 管 班 ，它 让 教 育 均 衡 发 展
落 到 实 处 。 劳 动 教 育 赋 予 他 们 生 活
的 技 能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呵 护 他 们 心
灵 的 花 园 ，安 全 教 育 为 他 们 的 成 长
保驾护航。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昭通教育人
正 以“ 托 举 明 天 ”的 担 当 续 写 新 篇
章 。 随 着 留 守 儿 童 集 中 托 管 服 务 工
作的开展，一套更加成熟的服务体系
正 在 形 成 ，昭 通 9.2 万 名 留 守 儿 童 管
护有人、学业有教、困难有助、健康有
保、安全有护、活动有家“六有目标”
正在实现，让孩子们在阳光下茁壮成
长，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
量的教育。

从 民 生 难 题 的 破 解 到 育 人 方 式
的 变 革 ，从 教 育 公 平 的 推 进 到 发 展
质 量 的 提 升 ，昭 通 市 走 出 了 一 条 具
有 山 区 特 色 的 教 育 惠 民 之 路 。 当 托
管 服 务 的 温 暖 阳 光 洒 向 乌 蒙 大 地 的
每 个 角 落 ，我 们 看 到 的 不 仅 是 万 千
家 庭 舒 展 的 眉 头 ，更 是 一 个 乌 蒙 山
区、革命老区、多民族融合区在教育
现 代 化 征 程 上 的 坚 定 身 影 。 这 份 用
初 心 与 匠 心 书 写 的 民 生 答 卷 ，正 在
为 昭 通 高 质 量 发 展注入源源不断的
教育动能。

“一老一小”牵动亿万家庭，关乎民
生福祉。昭通市以困境儿童、留守儿童、
流动儿童“三类”群体为核心，构建“动态
排查+精准保障+服务创新”全链条关爱
体系，2024 年累计发放保障资金 1.6 亿
元，惠及儿童超 10 万人次，相关经验获
各级官方媒体报道 200 余次，为儿童健
康成长撑起了一片蓝天。

建强“三项机制”，夯实长效基础
动态管理机制。昭通市全面落实

“一月一走访、一月一排查、一月一比对”
工作机制，建立“三类”儿童动态管理台
账，确保底数清、情况明、对象准。截至
2024年底，全市共排查困境儿童 1.03万
人、留守儿童 9.07 万人、流动儿童 2258
人，实现了“一人一档”精准管理。通过
定期走访、电话随访等方式，实时掌握儿
童的生活、学习、心理状况，确保了关爱
服务精准到位。

分级调度机制。建立“每月系统调
度数据、每季度书面调度进展、每半年实
地督查成效”的分级调度机制，形成了

“发现问题—整改落实—跟踪问效”闭环
管理。通过定期调度，及时解决关爱服
务中的难点问题，确保政策落地见效。

责任包保机制。构建市、县、乡、村
四级联动网络，1.5万名“受托管理人”结
对帮扶 9 万名留守儿童，监护确认书签

订率达 100%。通过明确责任分工，形成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确保
关爱服务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兜牢“三重保障”，筑牢民生底线
落实基本生活保障。为1.03万名困

境儿童发放基本生活保障金1.6亿元，确
保应保尽保、应纳尽纳。同时，为全体孤
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每人发放1000元
的一次性生活补助，切实减轻家庭负担。

落实教育和医疗保障。实施“助学
工程”，通过摸排、比对、筛选，精准锁定
救助对象，为 424 名孤儿和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纳入助学资助，累计发放助学金
268 万元。推进“孤儿医疗康复明天计
划”，2024 年救助残疾孤儿 163 人次，援
助金额达9.8万元。

监护责任保障。对全市排查出的留
守儿童，督促其监护人签订《留守儿童委
托监护确认书》，明确监护职责、时限，监
护确认书签订率达 100%，并指导监护人
履行好监护职责。

创新“两类服务”，破解痛点难点
探索托管服务。2024 年暑假期间，

暑期儿童托管服务成效明显，全市共招
募志愿者 5054人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共
开放集中关爱服务点 752 个，服务留守
儿童 29078 人。其中，集中托管服务点

88个，服务4623人；集中关爱服务点664
个，服务24455人。

专业化社会服务。引入 51 家社会
组织，开展冬夏令营、心理疏导、安全
培训等活动 518 场，服务留守、困境儿
童 5.2 万 人 次 ，惠 及 3 万 余 户 家 庭 。
2024 年“中华慈善日”和“99 公益日”期
间，动员本地企业、在外爱心人士等社
会力量，募集善款用于农村留守、困境
儿童关爱服务。

强化“两大支撑”，提升服务效能
阵地支撑。推动建立市级未保中心

1 个、县级未保中心 11 个、乡镇未保站
150 个，2024 年全市未保中心临时庇护
21 人。盘活“儿童之家”资源，按照“七
有”标准，对1407个村（社区）“儿童之家”
建设情况进行摸底排查，对未正常运行
的“儿童之家”分层分类制定完善建设方
案，确保“儿童之家”建设“全覆盖”。

队伍支撑。全市配备儿童督导员
150 人、儿童主任 1632 人，实现村（社
区）全覆盖。2024 年，全市开展儿童督
导员、儿童主任培训 15 场，累计培训
2000 余人次，全面提升基层队伍服务
能力。招募驻村工作队员、爱心妈妈、
返乡大学生等志愿者 1.4 万人，开展儿
童关爱服务，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的良好氛围。

昭通：构建儿童关爱体系托起幸福童年
记者 黄山敏

学科辅导、书法绘画、音乐舞蹈、
诗歌朗诵、心理课堂、安全教育……
昭通 11 个县（市、区）开展了一系列
丰富多样的活动课程，丰富了留守儿
童的寒假生活，帮助他们培养广泛的
兴趣爱好。尽管活动形式各异，但
都在传递温暖与爱。对于孩子们而
言，参加寒暑假托管班收获的不仅
是快乐和见识，更是在活动中感受
到了爱的力量，并转化为他们成长
的养料。

昭通地处乌蒙山区，是劳务输出
大市。这些年，百万农民工走出大
山，明亮了眼珠子、活络了脑瓜子、挣
满了钱袋子。然而，也不可避免地造
成了众多儿童留守家中。透过留守
儿童的眼睛能看到监护缺位、教育缺
失、关爱不足，也能看到对爱的渴望、
对情的依恋，他们正面临着物质和精
神的双重困境。

让关爱的阳光精准地洒到每个留
守儿童的身上，是全社会的责任。让
每个留守儿童都能有一个健康、快乐
的成长环境，需要政府、家庭、学校、社
会等各方面共同参与、通力协作，共同
努力让爱不留守。

从政府部门来看，需要把关爱留

守儿童的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加强基
层儿童工作队伍建设，完善农村留守
儿童关爱服务体系。从社会层面来
看，需要广泛开展志愿服务，调动各
方面力量共同关爱留守儿童。从家
庭层面来看，需要父母多关心孩子，
多与孩子沟通交流，给予他们足够
的关爱和陪伴。即便在外地务工，
也应通过电话、视频等方式，时常了
解孩子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让孩子
感受到父母的温暖和关爱。同时，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家庭，将孩子
接到身边共同生活，减少留守儿童
现象。从学校层面来看，学校应加
强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建
立专门的心理健康辅导室，配备专
业的心理辅导老师，并定期开展心
理健康知识讲座和活动，帮助他们
树立积极向上的心态，增强自我调
适能力。此外，学校还应与家长保
持密切联系，及时反馈孩子在校的
表现，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

只有家庭、政府、学校、社会力
量等各方面共同织密关爱网，握指
成拳，共同发力，才能让更多外出务
工的父母安心就业，才能让更多的
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让 爱 不 留 守
黄山敏

辅导孩子做假期作业。

丰富多彩的假期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