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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视界

一抹灿烂明媚的微笑，一双深邃睿智的眼
眸，说起话来柔声细语，浑身上下洋溢着充沛而
蓬勃的活力。她身上有着幼儿教育行业从业者
特有的感性与细腻，举手投足间尽显优雅气
质。她，就是昭通市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文
萍。日前，2024年度“全国三八红旗手”名单公
布，王文萍榜上有名。

播洒阳光 收获春天
3月 6日，记者走进昭通市幼儿园，瞬间被

一面五彩斑斓的作品墙所吸引。孩子们充满童
趣的绘画作品和手工制品挂满墙面，令人目不
暇接。此时，王文萍正在绘声绘色地给孩子们
讲故事，她的声音温柔且富有感染力，孩子们围
在她身边，欢声笑语不断。

在与王文萍交谈时，我们了解到她投身幼
教事业已达37年之久。她始终秉持着“捧着一
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信念，将孩子们放在
首位，以爱心与耐心陪伴他们成长。王文萍说：

“幼教事业就是我的生命，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拥有快乐、幸福的童年。”

多年以来，王文萍始终怀着一颗仁爱之心，
把每个孩子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给予无微不至
的照顾。她循循善诱、和蔼可亲，是孩子们心中
的“老师妈妈”；她平易近人、虚怀若谷，是老师
们心中的“引路姐姐”；她孜孜不倦、成绩斐然，
是幼教事业的“守望者”。王文萍的付出得到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赞誉，先后获得全国、
省、市“巾帼建功标兵”“三八红旗手”“优秀党
员”“优秀党务工作者”等荣誉称号。她所带领
的昭通市幼儿园也屡获殊荣，成为幼教事业的
标杆。

面对诸多荣誉，王文萍淡然一笑，她说：“我
所做的只是尽到了一个幼教工作者的本分；我
所收获的是孩子们纯真的笑容和家长们的信
任，这是我最大的幸福。”她的话语中透露出对
幼教事业的热爱与执着。

王文萍对幼儿教育事业满怀热忱，执着追
求，勇攀幼儿教育事业发展高峰。忙碌的身影
见证着她的辛勤付出，果敢的作风彰显着她敢
打敢拼的精神。她一次次创新，引领幼教工作
走进新天地。她带领专家团队实施“鲲鹏计划”

“专家工作室”项目。在她的带领下，昭通市幼
儿园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五一巾帼标兵
示范岗”“云南省现代教育示范幼儿园”“云岭先
锋红旗党支部”等称号。

孜孜不倦 乐此不疲
教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代

又一代人共同努力。王文萍不仅心系孩子们的
成长，还关注教师队伍的培养和发展。她悉心
关心、指导每一位教师，助力他们提升综合能
力。她十分重视教研工作，从教学设计到课堂
讲授，她都亲力亲为，促进每一位教师的教学水
平在各类活动中稳步提升。同时，她经常组织
教师开展交流活动，鼓励大家相互学习、共同进
步。在“比、学、赶、帮、超”良好氛围中，园内形
成了同事间友好相处、紧密合作、共同进步的良
好局面，全体教师实现了共同成长的目标。

历年来，王文萍勇挑国培计划培训项目重
担，主动承担“王文萍专家工作室”首席专家等
职责，认真指导“云南省国培计划项目幼儿园潘
妍名师工作坊”以及“昭通市黄润秋名班主任学
术工作室”相关工作。在她的悉心培养下，一批
批优秀的幼儿园园长脱颖而出，成为幼教事业
的骨干力量。她为全市幼儿园园长、幼儿教师
开展培训，成功培养出潘妍等一批省、市级名
师，以及宗云霞等一批师德标兵。

“对幼教事业的热爱给予我向前奔跑的巨
大动力，让我的生活变得简单、充实却又意义非
凡。”王文萍说。

王文萍愿做孩子金色童年的护航人，始终
以专业的态度追求教育理想。她认真备好每一
节课，悉心守护每一颗童心，不断提升教育教学
水平。每天入园时段，她都坚持开展礼貌与安
全教育课；还定期深入教学一线授课，成功化解
一个个教育难题。她立足幼儿身心发展的特
点与规律，融合红色文化、传统文化，精心开发

“阳光・生长”园本课程。该课程以游戏为载体
促进儿童成长、助力教师发展，得到省、市专家
的高度赞誉。

在履现职期间，王文萍总结形成园本课程
资源 30余册 110余万字，生成园本优秀课程案
例 300余个。她主持并参与《有效提升乡村幼
儿教师专业能力的实践研究》等课题研究，填补
了昭通市学前教育课题研究领域的空白。她勇
挑省级专家团队重担，深入大理弥渡等学前教
育薄弱地区以及边境地区开展帮扶指导工作。
她负责镇雄、威信、昭阳等地教改工作，到乡村
幼儿园开展调研、帮扶支教活动 96次，受益师
生达2万余人次。

笔耕不辍 卓荦不凡
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点燃孩子内

心火焰的过程。因此，王文萍特别注重培养孩
子们的创造力，鼓励他们在游戏中学习，在探索
中成长。她潜心于幼儿教育理论研究，经她指
导申报的市级课题，如《幼儿园大班额分组教学
组织与实施策略实践研究》已成功立项。她撰
写的游戏案例《桥的故事》等入选省级优秀游戏
活动案例，教育教学论文《巧用情景，培养幼儿
规则》等在省级期刊发表。她参与编纂了“十三
五”规划创新示范教材《幼儿文学》等书籍，不断
引领教师队伍向专业、自信、阳光的高水平、高
质量的研究型人才迈进。

王文萍始终坚守育人初心，依托“专家工作
室”“名园长学术工作室”等平台，指导 30余名
幼儿园园长提升管理效能，助力 6所县级公办
幼儿园、1所市级民办幼儿园晋升为云南省一
级一等幼儿园。她发挥团队优势，构建起以昭
通市幼儿园为教研中心，镇雄县、威信县第一幼
儿园为教研基地的教研联盟模式，凭借片区经
验辐射带动全市联合教研工作蓬勃开展。截至
目前，教研联盟共同体已拓展至3个片区，涵盖
760余家公办及民办幼儿园。

在这所幼儿园里，从门卫到老师，从家长到
孩子，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微笑。这所幼儿
园里的每一位老师都很美，美在她们对孩子的
关爱、对家长的亲和、对同事的友善，美在她们
对幼教事业的执着和追求。王文萍以真诚滋润
着这片充满童真的土地，以爱心感染着一棵棵
天真的“幼苗”，以热情浇灌着一群群活泼的小
生命，开辟出幼教事业的新天地。

一年之计在于春。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一头牵
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经济大势。在昭通，有一支扎
根就业服务工作的“娘子军”，她们在平凡的岗位上
默默奉献，在工作中绽放芳华，她们是市公共就业和
人才服务中心的就业“红娘”。近日，市公共就业和
人才服务中心被全国妇联授予“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荣誉称号。

春节过后，昭通市抢抓务工人员返岗复工的关
键时机，组织多家部门扎实做好劳务输出和劳务技
能培训工作，全力以赴提技能、促就业、保民生。

为了帮助更多群众返乡创业，市公共就业和人
才服务中心着力探索创业帮扶新路子。“对返乡创业
者，我们都会提供政策、金融、平台、人才等方面的扶
持和服务。”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邵艳利
介绍，昭通市通过制定个性化政策为“归雁”返乡创
业赋能，在创业指导、要素保障、融资贷款、专家指导
等方面提供全流程的“管家式”服务。

“这些年家乡发展迅速，给了我们回乡办厂的底
气。”永善人王国超是云南钜盛电器科技有限公司的
负责人，年轻时曾在广东电器制造行业打拼，在家乡

“归雁”行动的号召下，他选择返乡创业，进军电器零
部件生产行业。经过多年发展，公司产品热销珠三
角、长三角等地区，年产值达820万元，还带动当地80
余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

这是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加大创业帮扶
力度，不断健全完善创业服务体系，努力将昭通市打
造成滇东北创新创业新高地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积极推动
劳动力就业体系创新、机制创新、措施创新、制度创
新，制定出台措施，立足人力资源实际，不断优化就
业服务、提高就业质量、扩大创业规模，创新构建“用
工企业+劳务公司（劳务合作社）+培训机构+劳动
力”转移就业昭通模式和“政府引导+平台推动+政策
赋能+管家服务”返乡创业昭通模式，推动实现全市
301万农村劳动力就业更稳、收入更高、创业更好。

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始终聚焦全力打造
群众满意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当好就业“红娘”。
2024年，多次组织开展创业培训，6610人次参训；发
放“云岭创业贷”专项贷款，惠及 285人，总计 7696万
元；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7.74亿元，扶持 3578人创业，
带动9371人实现就业。

健全体系优化服务，让群众就业更稳定。建零
工市场、就业服务综合体、就业“幸福里”社区、“昭·
就业”连锁超市、“就在身边”就业服务平台、驻外就
业服务站等各类基层就业服务平台，成立村级劳务
合作社，借助“就业市场+就业平台”将城乡劳动力纳
入就业服务体系，打通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常
态化开展“直播带岗”“短信推岗”“招聘荐岗”“入户
送岗”等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手机上就能找到心
仪的工作，为就业者提供更多就业岗位；与 274个地
区的人社部门及用工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劳务协作
关系，在务工人员集中地设立流动党员党组织、驻外
就业服务站，定期组织稳岗专班到务工人员集中地
开展工作，确保务工群众能够稳定留在当地、稳定坚
守岗位；依托驻外就业服务站，对外出务工群众提供
政策咨询、法律援助、权益保障、参保代办等服务，让
务工群众在异乡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针对无法
外出务工的群众，实施家门口的务工车间试点工作，
推动就业帮扶车间扩容增量，增加本地就业岗位数
量；探索创建“企业（帮扶车间）+服务平台（劳务公司
或劳务合作社）+就业专员+劳动力”用工服务保障模
式，提高就地就近就业组织化水平；探索居家就业

“送岗到家”灵活就业模式，把岗位送到群众家中，让
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提升技能稳输出，让群众收入更高。通过建立
第三方人力资源企业库，推动优质人力资源服务企
业与村级劳务合作社、就业服务站开展结对合作，承
接劳务输出、技能培训等业务，切实发挥市场在人力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全国范围内筛选确定有规模、有层次、有信誉、
有培训、有保障的“五有”重点企业，推动劳动力以成批
量、建制化的方式前往企业务工。坚持走“先找岗位
再找人”的订单化输出路径，依据岗位需求确定人员
并安排培训，以此增强转移就业的针对性与时效性。
坚持技能化输出，依托市内3所职业院校和各民办培
训机构，筛选十大“紧需型”工种开展补贴性技能培训，
4.45万人次参训；政府、企业、学校联合创建培训中心，

推进企业工人初、中、高级梯次培养；聚焦高原特色产
业、现代服务业，采取农技下乡、送技上门等方式，对农
村劳动力开展“实用型”技能培训。

政策赋能优环境，让返乡创业更具活力。建立
市内、市外“4+1”创业服务体系，鼓励引导在外昭通
籍优秀人才带资金、带项目、带技术回昭兴业，着力
打造“人回乡、钱回流、企回迁”的“雁归经济”。

以组织化体系凝聚创业合力。在市内成立创业
孵化园运营指导中心、组建创业联盟和创业导师团，
在大型商圈设立创业服务中心，在产业发展基础较
好的村（社区）配备“创业服务管家”；在市外成立返
乡创业服务站，助推返乡创业。

以个性化政策激发创业动力。落实各项创业扶
持政策，对发展较好、带动就业成效显著的返乡创业
人员以及优质创业项目给予一次性奖补。加大创业
担保贷款扶持和创业培训力度，创新推出镇雄“633
贷”、盐津“大厨贷”、彝良“乡情贷”等特色“创业贷”
产品，推广“兴昭富民卡”“归雁兴昭卡”等返乡创业
专属金融产品。

以专业化平台强化创业服务。因地制宜打造创
业孵化平台，建成各级各类创业孵化平台22个，建立

“1+X”乡村创业管家服务机制，孵化创业实体 608
个，提高创业能力、提高创业成功率，降低创业成本、
降低创业风险。

以精准化服务提升创业效力。在浙江、上海、广
东等东部发达地区成立返乡创业服务站，为返乡创
业提供组织保障。建立高校毕业生返乡信息库、在
外经商务工能人库、返乡入乡创业项目库以及本地
外出人员联络机制，为返乡入乡创业人员提供“定制
化”创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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