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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共同体是指支教参与者、
支教援助者等多元主体在共同的价
值目标下,通过多样化的支教手段
协同推动支教的可持续发展,进而
形成多维度,多路径,多层级的体系。

支教参与者由学生、学校、志愿
者和学生家长共同组成。学生为乡
村支教的受惠方,支教志愿者为乡
村支教的输出方,学校作为提供环
境和共享信息资源支持方,支教家
长则提供情感支持。

支教援助者由政府、社会、企
业、公益组织、大学生共同组成。所
在地政府在乡村支教中发挥着支
持、引导和协调的关键性作用,履行
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为支教
活动提供基础性保障。社会、企业、
公益组织是乡村支教的重要力量,
为支教活动创造良好的社会生态，
构建支教活动可持续开展的支持系
统，能够运用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方
法引领公益事业有序运行。大学生
是开展支教活动的主体，作为支教
活动中知识的传播者,是支教活动
可持续开展的中坚力量。

可持续发展视域下支教共同体
的创建，可以实现支教资源和多元
力量的有效整合。线上通过搭建云
支教智慧教学平台，可以开辟“互联
网+教育扶贫”的落地路径；线下则
由暑期三下乡支教活动、定点结对
帮扶、专家诊断与指导等多样化的
形式组成。“线上线下同行”的双线
贯通模式，利用高速发展的互联网
技术,在保留传统短期支教优点的
同时,有效地解决了其所面临的支
教模式单一化、支教队伍无序化、支
教内容碎片化、支教双方疏离化、支
教资源分散化等困境。

创建支教共同体应从以下四个
方面开展创新性探索：

一是个性教学+四位一体。个
性教学强调因材施教，四位一体强
调全面发展。支教老师应了解当地
学生的性格特点、学习水平、兴趣爱
好等信息，进而根据不同学生的特
质挖掘促使其学习的核心驱动力,
为个性化教学做准备。开展个性化
教学的同时构建心理帮扶、生活帮
扶、学业帮扶和健康帮扶四位一体

的帮扶模式：建立心理服务点和“解
忧信箱”，指导他们进行自我调适，
开展心理疏导干预，营造关心关爱
关怀的心理环境；生活帮扶通过募
捐活动及爱心企业的资助，提供必
要的生活物资，在保证基本条件的
基础上改善生活质量。教育帮扶
采用“志愿者+学生+家长”共同发
力、“支教+调研+社会实践”相结
合的形式，丰富教育内容,贯彻教
育即生活的理念，关注学生全面发
展；健康帮扶是通过与相关部门合
作开展健康关爱活动，改变不健康
的生活方式，加强安全防护和疾病
防治意识。

二是互联网+教育扶贫。得益
于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互联网+
教育扶贫”打破了时空界限,推动了
数字化教学模式和支教帮扶体系的
落地落实。“互联网+”的独特优势
能够支持志愿者随时随地开展教学
活动，学生可以与老师进行实时互
动，获得个性化的辅导和帮助。互
联网海量的课程信息资源、线上多
元化沟通和多样化互动的便利条件

也促进了支教双方的充分对接,实
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互联
网+”将数字技术融入支教活动过
程中从而使得为农村学生提供个
性化学习支持成为可能，依托互联
网开展大学生支教活动在实践形
式上丰富了教育的载体，为教育扶
贫提供了新的途径和可能性，以教
育信息化保障城乡教育共同体协
同发展。

三是多方共建+招募培训。支
教共同体的创建，是多方共建，必须
用系统思维解决多元主体如何协同
发力、同向同行的问题。因此，共同
体要通过价值和目标引领，强化各
方参与意愿，理顺各方协同机制，在
调动各主体积极性、主动性的同时，
更注重培养志愿者协调各方的能
力，使各方力量都能“适得其所”。
同时，志愿者的知识结构和自身素
质是乡村支教取得良好成效的关
键，因此建立专业的培训体系是支
教必不可少的环节。高校要提供常
态化、长效化、制度化的培训支持服
务。“三下乡”团队要制定明确的志

愿者招募标准，设置支教服务的门
槛，确保团队成员的“纯洁性”和高
质量。

四是接力支教+云支教。接力
支教是通过与支教地所在学校和学
生建立长期稳定的帮扶关系而打造
的新型支教模式，其核心是通过为
学生建立个性化电子档案，实现对
支教地学生的长期跟踪和针对性
帮扶。接力支教是针对一年一茬
的志愿者短期支教弊端而设计的，
既是对“互联网+”条件下云支教新
模式的探索,也是兼顾大学生综合
素质培养和偏远乡村学校发展的
双赢之举。智慧教学平台不仅保
留每一个支教者的活动痕迹,而且
为每个接受支教的学生建立相应
的电子档案。志愿者线下支教结
束后，可以在云平台长期关注和帮
扶学生。新的支教者又可以在平
台上根据先行者的“传承与记忆”
开展活动，保证了支教事业代代相
传。这种“乡村支教接力跑”的创
新性支教模式，以云支教智慧教学
平台为核心媒介,通过“接力支教+

云支教”的深度融合,实现了支教共
同体框架下乡村支教的可持续发
展。

教育是乡村振兴的基石和先
导，构建多元化、全方位、深度融合
的“支教共同体”框架，对于整合社
会各界资源、优化支教活动的组织
和管理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该框
架，我们能够汇聚各方力量，共同致
力于乡村教育的振兴，推动教育公
平与均衡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我们应不断探索适合乡村教育
特点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培养他们的
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不断完善支
教管理机制和政策体系，确保支教
活动的有序进行；充分利用现代科
技手段，打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实
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同时，我们
应积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投身支教
事业，构建政府、高校、社会团体、企
业、志愿者等多方紧密合作的新格
局，共同为乡村教育提供可持续发
展动能。
（作者单位：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

论可持续发展视域下支教共同体的创建及其创新意涵
陈嘉枚 唐少莲

今年以来，广东省深入实施“百
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并将
其作为头号工程全面推进。如何创
新乡村社会治理，实现城乡高质量发
展，应从多方面努力。

一、打造过硬班子，夯实治理
基石

乡村治理首先是加强村居班子
建设，实行“输血、壮骨、扶志、治瘫”
的措施。

“输血”是加大村级后备干部的
培养力度，把优秀党员、复员退伍军
人、致富能手、回乡大学生、外出乡
贤、积极分子、人大代表等纳入村“两
委”班子的后备人选，作为村“两委”
班子建设的血液供应站。

“壮骨”是按照“选准一个支书，
配强一个班子，带好一个队伍，致富
一个村子”的目标要求，采取从村级
后备干部中提，从外出经商和务工
党员中请，从镇村企业中选，从乡
镇机关中派等方式，选优配强村级
班子。

“扶志”是针对农村基层干部进
取心不强、素质不高等问题，大力实
施村干部培训工程，使村干部政策理
论水平、民主法制意识和宗旨意识有
大的提高，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带领群
众致富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在促进农
村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中发挥更加重
要的作用。

“治瘫”是采取整治与帮扶并举
的办法，对症下药，分类整治，大力
开展后进村整治活动。把强基础、
打基础、夯基础作为关键来抓，整体
提升村级组织建设水平，着力培育
和打造一支能够担当重任、在处置

突发事件中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强
硬班子。为乡村产业的振兴和发展
注入新的活力，能有效提高社会治
理上新台阶。

二、开展群众议事，加强民主
协商

在议事过程中，首先要解决“谁
来议”，在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干
部干、群众看”，群众参与度不高之问
题。村“两委”应成立议事小组，按照

“3～7人为一组”的原则，推选出威望
高、责任心强、热心公益事业的村民
加入党群议事小组。优先将党小组
组长、网格长、村民小组组长、乡村振
兴顾问团成员推荐为党群议事小组
组长、副组长。

其次解决“议什么”，明确党群议
事小组具有政策宣传、建议推荐、商
议决定、督促管理等职能，负责宣传
乡村振兴战略、三农政策、宜居乡村
建设等中心工作以及村“两委”决定
事项。采取急事急议，不急的每月议
一次。围绕经济建设、资产管理、精
神文化、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事
项，由大家发言议论。推动形成村民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提升的乡
村治理新格局。

再次是“如何管”，通过商议的
事，组长收集情况向村“两委”反映，
经梳理后，逐一研究解答及解决，按
照“四议两公开”的程序执行。通过
带头示范、监督提醒、参与整改，促
进提升治理效能。打造“群众事群
众议、群众管和群众享”的乡村治理
模式。

三、织密一张网络，强化社会
管理

要将网格化治理作为改善民生
的重要抓手，建立了覆盖“乡镇（街
道）——村（居委会、社区）——村民
小组或居住小区”的三级网格，实行
网格化管理，纵向到边，横向到底，
按照乡村管理“全覆盖”、服务群众

“零距离”、社会治理“无缝隙”、村
民诉求“全响应”的原则织密一张
网络。

农村“两委”干部要做好分工，
按网格化布控，每个干部负责一个

“网格”，使之管得更细，更到位，并
在每个网格设专责、兼职网格员。
形成了一套“信息采集——核实上
报——分析研判——责任分流——
事项处置——反馈核查”的闭环工
作流程，推广应用服务小程序，以

“网格化+数字化”的方式，提升乡村
治理数字化能力和水平。网格员通
过常态化走访群众，排查矛盾纠纷，
用心用情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建立矛盾纠纷事前预防、排查梳理、
风险评估、多元化解、跟踪回访五个
环节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确保
每件矛盾纠纷都能及时发现、有效
化解。

四、正向激励约束，引领乡风
文明

农村实行责任制后，曾出现黄牛
过河各顾各现象，干活讲报酬，公益
事业无人理。各种旧习俗、歪风邪气
也由此上升，影响农村树立文明新
风。应以“引导”式加以治理。

推行“积分制”，对村民正向激
励。为解决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积极
性不高、公共意识不强的问题，有的
地方推行“积分制”，将村中修桥补

路、好人好事、志愿服务、村庄环境整
治等列入积分清单，参与或完成某项
工作，得到一定分数，积累多的便到
村“积分超市”兑换大米、油盐、醋酱、
洗衣粉、电饭煲、棉被、雨具等物品，
以示奖励。这种做法切合农村实际，
简单易行，将农民群众心中所感、眼
中所见，转化为具体分值，让乡村治
理由无形变有形，使软约束有了硬
抓手。将各项文明行为转化为具体
分值，让乡村治理由“任务命令”转
为“激励引导”，让村民争先恐后去
赚积分，养成了积极、文明、向上的
村风民风。

制订村规民约，推动移风易俗。
制订一套村规民约，作为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并
通过成立红白理事会、禁赌会、禁毒
会等等，宣传推动村规民约的落实，
全面加强村民社会公德、职业道德、
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建设，积极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
群众自觉抵制黄、赌、毒，做到劳动致
富，远离毒品。破除陈规陋习。遏制
天价彩礼、厚葬薄养、人情攀比等现
象发生，减少大操大办、铺张浪费。
构建健康文明、简约适度的婚俗新风
新貌。

我们要着力打造“规划好、投入
少、能复制、认可高、可持续”乡村治
理新模式，将“共议、共建、共管、共
评、共享”理念有机融入乡村治理，做
到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着力创新乡
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促进
农村社会的稳定以及农民生活质量
的提升。

（作者单位：信宜市法学会）

创新乡村治理的若干思考
罗本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解
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
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
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
然要求。”冼夫人文化具有维
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的
精神内核，并且在两岸有一定
的受众基础，因此深入分析冼
夫人文化对促进两岸融合发展
的重大战略价值及其实现路
径，对于建设祖国的统一大业
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
义。

冼夫人文化对促进两岸融
合发展的战略价值

深入挖掘冼夫人文化的内
在潜力，发挥冼夫人文化的桥
梁作用，激发两岸同胞产生情
感共鸣，是实现促进两岸融合
的关键。首先，冼夫人文化顺
应两岸和平发展大势。冼夫人
文化的内核是促进国家统一、
维护民族团结。长期以来，我
们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
两岸往来日益密切。冼夫人文
化中爱国爱乡的情怀和维护祖
国统一的意志已成为中华文化
的基因，大陆与台湾文化上的
同根同源为两岸逐渐成为密不
可分的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最深
厚的基础，两岸融合发展的道
路越走越广。近日，马英九率
领20名台湾学子再访大陆进行
交流学习，这是两岸人民的又
一次双向奔赴。其次，冼夫人
文化凝聚两岸共同价值理念。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解决台
湾问题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
制的基本方针。这与冼夫人促
进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
过程中所体现的民本思想高度
一致。以民为本，事关两岸人
民的切身利益，事关两岸人民
的民生福祉问题，是全体中华
儿女的心之所向。最后，冼夫
人文化承载两岸浓浓乡土情
怀。两岸同是中国根。冼夫人
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两岸共同的文
化根脉，蕴含着两岸共同的精
神基因，沉淀着两岸人民的共
同追求。冼夫人文化于台湾同
胞而言也有重要的精神寄托作
用，不仅可以承载台湾同胞浓
浓的乡土情怀，也可以承载两
岸人民对于台湾早日回归祖国
母亲的怀抱、两岸实现团结统
一的美好期愿。

冼夫人文化对促进两岸融
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虽然冼夫人文化在两岸同
胞间已经有了一定的受众基
础，但是该部分群体在数量上
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若想更
大程度地发挥冼夫人文化推动
两岸融合的作用，必须扩大冼
夫人文化在两岸的辐射力、影
响力、渗透力。首先，发挥发源
地地缘优势作用。广东省同台
湾有着很重要的机缘，这体现
在广东与台湾血缘相通、人缘
相亲、文缘相连、地缘相近、商
缘相生。由于如此深厚的机缘
关系，使得台湾与广东省十分

“亲近”。因此，以广东优秀传
统文化冼夫人文化推动两岸融
合、实现团结统一就有着得天
独厚的优势。例如可以聚焦粤
港澳大湾区，在带动两岸区域
基建设施一体化、完成资源人
口整合的同时打破文化壁垒，
实现两岸文化一体化。以广东
优越的地缘位置加速传播冼夫
人文化，以冼夫人个人事迹、冼
夫人文化的精神力量引发两岸
人民产生情感共鸣，在两岸人
民的情感共鸣中实现两岸融
合。其次，依托于一定的传播
载体。定期召开两岸冼夫人文
化学术研讨会，让更多的两岸
同胞特别是学者能够更了解冼
夫人文化。通过冼夫人文化的
研究交流擦出更多的思想火
花，实现两岸合作一加一大于
二的效果；要积极借助网络传
媒等现代传播手段，通过数字
博物馆、VR等技术加强冼夫人
文化在两岸之间的广泛传播，
进一步彰显冼夫人文化的时代
风采，突显冼夫人文化的时代
价值；要鼓励两岸的文艺工作
者以冼夫人为原型进行文体创
作，通过诗歌、作文、音乐、论
文、电影等多种文体的形式讲
好极富教育意义的冼夫人故
事，发挥冼夫人文化思想教化
作用；要通过组织研学、见习以
及互派交换生等形式让台湾的
学生到冼夫人故里进行实地考
察。这对于台湾青少年加强对
冼夫人文化的认识、理解乃至
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
后，向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借
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冼夫人文
化。冼夫人开放、包容、和平的
精神跨越国家、语言、地域和民
族隔阂，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文化交流的精神纽带。在

“一带一路”的倡议背景下，联
合受益于冼夫人文化的古代海
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将冼夫
人文化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倘若冼夫人文化能获得
世界非遗组织承认，就可以带
动与之相关的文化产业的发
展。以世界范围的冼夫人文化
产业联动带动两岸经济的发
展，吸引两岸企业注资冼夫人
文化产业，构建冼夫人文化产
业发展的新链条。通过文化产
业联动的贸易往来方式，把两
岸人民的利益紧紧地捆绑在一
起，强化两岸的命运共同体意
识，实现以经济、文化交融的方
式带动两岸融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要牢
牢把握冼夫人文化精髓，发挥
冼夫人文化的时代功能。要以
时代精神激活冼夫人文化的生
命力，推进冼夫人文化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要用冼夫
人文化不断增强两岸人民对中
华民族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不
断夯实两岸融合发展、祖国和
平统一的基础。

（作者单位：广东石油化工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冼夫人文化对促进
两岸融合发展的

战略价值与实现路径
罗莹莹 曹晓飞

电白区地处广东省西南边，是
茂名市辖唯一沿海地区。

山海电白，美食闻名。蜿蜒漫
长的海岸线，广袤江河冲积平原及
丘陵山地，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为
电白饮食提供丰富的食材。

电白美食最大特点是选料鲜
活，原汁原味。电白人饮食文化追
求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味道可以
用清、鲜、香、嫩四字概括；清灼、水
煮成为常用的烹调方式，少放调料
务求带出材料最原始的风味，炸煎
炒同样馨香诱人。

电白美食，山海各具魅力。沿
海地带饮食主打“海鲜”。“食海鲜，
到电白”，这里的龙虾、鲍鱼、海参、
沙虫、石斑、金线鱼等名贵海产遍布
滨海渔村。琳琅满目的海鲜食材，
经厨师匠心烹制，呈献出一道道美
味佳肴。其中电城“二炸”（鱼炸、蚝
炸），博贺白灼沙虫、沿海墨鱼饼、刺
龟皮汤等菜品最具味蕾冲击力，“吃
过返寻味”。而传统商埠水东及平
原山地的各式菜品，荟萃了汉俚饮
食文化的精华，更具地方韵味。如
水东白切鸡、鸭粥、芥菜，小良世文
金猪，霞洞豆饼，沙琅粉皮，那霍茶
油鸭等最为脍炙人口。电白美食历
史悠久、传承制作，部分已被评为广
东或茂名非遗美食。

山海之爱，人间烟火，家乡的味
道独一无二；电白美食，一品可解乡
愁。

鱼炸、蚝炸、墨鱼饼是电白沿海
一带寻常特色美食，不但电白人爱
吃，凡来电白滨海游玩的客人，必

“寻”此味。

电城历史上是神电卫古城，作
为电白县城已有数百年历史，饮食
文化丰富。电城鱼炸、蚝炸、墨鱼饼
更是声名在外，连“央视”在春节期
间也“寻味”而来，拍摄美食片在
CCTV热播。

享誉一方的电城鱼炸、蚝炸，
如今成为全省各地宾馆、餐厅、酒
楼的桌上佳肴，受到四方食客的青
睐。

墨鱼饼，是电白人最为喜爱的
美食之一，尤以电城、树仔、麻岗、博
贺一带为甚。电白墨鱼饼口感佳，
营养价值高，是当地逢年过节及酒
席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名吃。

电白沿海美味佳肴数不胜数，
至于汤品，也有不少惊喜。有一款
汤品不得不提，那就是刺龟皮汤。

刺龟，又称海刺猬、刺豚，是一
种生活在海洋中的深海鱼类，因其
外表与海龟相仿且带刺，所以被人
们称之为刺龟。它的精华在于皮，
其皮称之为刺龟皮。

刺龟皮汤的营养以及药用价值
非常高，具有滋阴补肾、养胃护肝、
润肤养颜、防治夜尿、糖尿病、止咳
防哮喘等功效。

电白沿海一带食肆酒店以制作
刺龟皮汤满足食客对“鲜”味的追
求。其中尤以电城东街一家 30 多
年的老字号鸿发刺龟皮店和树仔
圩乡下情美食城师傅熬制刺龟皮
汤出名。

刺龟皮汤制作要求高，用高汤
（鸡鸭及龙骨、扇骨和数种海味等）
熬出汤底，加上处理好的上乘刺龟
皮，慢火熬制，最后倒入鸡蛋液、淋

上麻油便可出锅。精制而成的成品
汤味醇厚，鲜味十足，营养丰富，老
少咸宜，是本地人离不开的舌尖美
味。随着刺龟皮价格的走高，刺龟
皮汤也成了一款上档次的待客美
食，被誉为平价鱼翅汤。

水东是“好心茂名”崛起的一座
滨海小城，已有三百多年的开埠史，
饮食文化绚烂多姿，其中的白切鸡、
水东芥菜、水东鸭粥被誉为“水东饮
食三绝”，闻名遐迩。“到水东，吃
鸭粥”，水东鸭粥是水东乃至电白的
一道特色招牌美食，别说茂名人、电
白人，即使外地客人到水东吃过鸭
粥后，也会赞赏不已。

水东鸭粥名声在外。老字号、
后起之秀数不胜数。水东鸭粥店一
般一天可卖出上百只鸭，店里伙计
斩鸭斩个不停。“水东鸭粥”已成为
水东饮食一张名片。

正宗的水东鸭粥店经营品种十
分简单，常常只提供粥、鸭、霞洞豆
饼、粉皮凉、烫菜等食品，生意却能
长盛不衰。

水东鸭粥之所以煮得好吃，全
仗一锅好汤。挑选乡下四五个月大
的鸬鸭，煮沸大锅清水后将火调微，
加上北芪、党参等温补药材，将十几
只处理好的光鸭下锅，完全靠水温
慢慢地将鸭浸熟。然后将鸭起锅，
滤去鸭油，只用清汤，加入新上市的
靓米熬成富含胶质的稀稠适中的
粥。鸭粥入口即化，齿颊留香；鸭肉
爽滑微韧，嚼来回味无穷。若配上
特制的姜醋和酱油两种蘸料，更能
将鸭肉那种独特的香味发挥得淋漓
尽致，吃到满嘴流油。

上两盆鸭粥，斩上一碟鸭，再加
一碟清灼水东芥菜，三五知己花上
七八十元就可以大快朵颐。鸭粥真
是一种平民化的美食，受到众多食
客的追捧。

山区饮食以电白县域副中心沙
琅为代表。沙琅饮食有“三宝”：粉
皮、豆豉、酱油。

沙琅粉皮始于明末清初，迄今
近 500 年历史。沙琅粉皮属河粉的
一种，历史悠久，技艺传统精巧，采
用纯米加工制作，营养丰富，风味独
特，受到四方食客喜爱。

沙琅粉皮可捞可炒，不易断
裂，香滑爽口。沙琅粉皮配上沙琅
酱油、本地鲜榨的花生油及蒜蓉
等，拌制出来的粉皮具有传统风
味，真正“儿时的味道”，极度冲击
味蕾。

沙琅粉皮成为当地特产和沙琅
人逢年过节必食的节日美食。每年
农历七月十四是沙琅人的“粉皮
节”，在当地有这样一首民谣：七月
十四砻粉皮，八月十五鸭乸丸。

沙琅粉皮制作技艺于2021年被
茂名市人民政府批准纳入茂名市第
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

沙琅豆豉、酱油是美味调料，制
作烹调美食必不可少，也是茂名市
第六批非遗项目特产。

那霍、望夫、黄岭等山区镇饮食
也各具特色，如那霍的茶油鸭、望夫
的竹笋等美食名闻遐迩。

食在电白，电白欢迎您！
(作者单位：茂名市第一职业技

术学校）

食在电白
崔耀奇（电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