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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宫是中国校外教育的一
块金字招牌， 体现了党和政府对
于青少年的关怀和期望。 北京市
西城区校外教研室主任、 西城区
少年宫主任王小慧在教育一线已
奋战了31个年头 ， 她始终坚持
“做有思想的领跑者， 办有品质
的少年宫” 的教育理念， 让广大
少年儿童在寓教于乐中快乐、 充
实的度过童年， 努力让每个孩子
都有出彩的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 近年来， 王
小慧通过搭建 “城市学校少年宫
计划” “乡村·中国梦” 等平台，
为首都乃至全国各地青少年创造
出彩人生提供了新的渠道， 西城
区少年宫成为了首都校外教育的
一面旗帜。

让每个孩子都绽放精彩

“广大一线教师， 创新教学
方式、 云端育人， 是 ‘停课不停
学’ 的中流砥柱。” 这是北京市
教委在2020年教师节前夕， 向北
京市教师发出的慰问信中的内
容 。 为了做到 “停课不停学 ”，
西城区少年宫在王小慧的带领
下， 连续推出 “空中课堂” “云
端书画展” “新家务” “21天云
打卡”、 《致敬最美逆行者西城
区少年官征集》 等活动。 西城少
年宫作为发起单位， 还组织实施
《你笑起来真好看》 全国儿童歌
舞传递励志爱心公益活动 ， 北
京、 武汉、 香港、 澳门23个省市
地区儿童联动。 同时， 还组织开
展了2022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吉祥物故事征集主题活动， 真正
实现了课外教育 “停课不停学”。

作为西城区少年宫领航者的
王小慧， 从事教育教学管理工作

已经 31年 。 1969年出生 的 她 ，
1989年参加工作， 历任西城区德
外二小教导处主任， 后广平小学
书记、 校长， 华嘉小学书记、 校
长， 西什库小学书记、 校长。 从
2006年至今， 她在西城区少年宫
的在校外教育领域已经耕耘了14
个春秋。

14年来， 西城区少年宫秉承
“办人民满意的校外教育” 的宗
旨， 坚持 “把最好的给予孩子”。
以举办 “七彩梦想演出季” “城
市学校少年宫计划”、 全国 “向
阳花” 少数民族地区少儿歌舞展
演、 “乡村·中国梦” 心爱素拓
公益活动等品牌活动为龙头， 依
托宫内 “六团六社” 艺术团体，
通过组织区域资源共享、 学校社
会联动 ， 将系统内外 、 学校内
外、 社区与少年宫、 民办与少年
宫、 城市与乡村等资源整合， 实

现对最广泛人群的服务。
目前， 区少年宫固定学员达

到4000多人， 年服务国内各地中
小学生12万人次以上。 无数优秀
青少年文艺人才脱颖而出。

让每名教师的专业
得到提升

教师是校外教育发展的核心
力量。 多年来， 王小慧带领西城
区少年宫教师团队发挥党员教师
的带动作用， 深入研究现阶段青
少年特点， 让教师们在实践中研
究， 在研究中实践， 不断提高一
线教学水平。

工作中， 王小慧高度重视党
员教师队伍的建设， 为发挥骨干
教师作用， 她还组成 “三师顾问
团”， 建立教师发展银行， 促进
教师在师德风范、 专业发展、 生

活点滴中严格要求自己。 她创新
提议组建 “青年沙龙”， 不断激
励青年教师更快成长。

在培养人才方面， 西城区少
年宫为市、 区学科带头人及骨干
教师和首席教师建立了名师工作
室， 开展 “名师百场进校园” 等
活动， 既解决了区内中小学文艺
培养的师资难题， 又为宫内教师
参与社会服务打造了新平台。

为了促进少年宫教师在宫本
活动中更好的扮演自己的角色，
作研究型教师。 近年来， 王小慧
先后承担了 《走进民族乐器 》
《校外教育教学材料的开发与研
究 》 等多个省部级课题 ， 以及
《杰出小学生10类好习惯》 等多
部学生指导书， 荣获教育部 “十
一五” 课题成果一等奖、 北京市
年度基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
一等奖等多个国家及省部级奖
项。

在王小慧的带动下， 西城区
少年宫在市级教师基本功测试中
于全区名列前茅。 其中， 有2人
被评为全国校外名师； 1人被评
为全国优秀校外理论研究工作
者。 西城区少年宫被命名为北京
市 “十二五” 校外书法教师培训
基地。

除了带动西城区少年宫教师
不断成长， 王小慧还肩负着西城
区校外教研室主任的工作。 作为
教育部的授课专家， 她承担了来
自全国各地600余名新任少年宫
主任的管理工作培训。 此外， 王
小慧支教到广西培训全省校外教
师400余名。 被聘为北京市校外
教育 “十一五” 继续教育授课教
师 ， 她支教讲学的足迹涉及河
南、 天津、 广西、 新疆、 西藏等
地。

让少年宫为青少年
精神领航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的中
国， 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
201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
行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
上， 小领唱们清脆纯净的歌声受
到全世界的目光和关注。 很多人
并不知道， 首位领唱的小朋友正
来自西城区少年宫。 这是区少年
宫多年来构建以学生为中心校外
教育模式取得的丰硕成果之一。

作为西城区政协委员、 区青
联常委，王小慧认为：校外机构面
对的学生正值人生成长关键期，
需要透过课程打好“三个底”，即：
为人生打好“底色”，形成“底蕴”，
认清“底线”。有此“三底”，孩子才
有幸福人生， 社会也才会有健康
公民。 为此，她在区少年宫“西城
区民族团结教育基地”“青少年祖
国宝岛台湾教育基地” 双基地的
基础上创新了理念与模式， 有力
地促进了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
主义情怀。

多年来， 区少年宫因教学成
绩突出， 先后被授予全国示范性
县（区）级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
全国青少年校外教育示范基地、
北京市校外教育先进集体等荣誉
称号。 王小慧也被连续授予全国
巾帼建功标兵、 全国校外教育优
秀理论工作者、 北京市三八红旗
手、 北京市教书育人先进个人等
荣誉称号。

未来，王小慧表示，要带领全
体教职人员不断继承与创新校外
教育的独特功能与教育特色， 确
保西城区少年宫继续成为新时期
祖国青少年全面发展的沃土。

让每个孩子都有出彩机会
———记西城区少年宫主任王小慧

□本报记者 白莹

“社会救助工作与困难群众
的生活息息相关。 我要做到的就
是上为政府分忧 ， 下为百姓解
愁。” 2014年， 尤冬媛成为了顺
义区民政局困难群众救助服务指
导中心的一员。 顺义区困难群众
救助服务指导中心有7名工作人
员， 是一支巾帼队伍， 每年经她
们手发放的困难救助金有几千
万。 为保证每一位困难群众得到
及时救助， 她们时刻牢记 “高、
严、 准、 细、 全” 的五字工作要
求。

尤冬媛是顺义区困难群众救
助服务指导中心四级主任科员，
审核审批是她日常工作中的一项
主要内容。 看似简单的程序性工
作， 做起来却很繁琐和辛苦。 因
为审核审批关系到每一位困难群
众的基本生活， 所以需要工作人
员时刻保持着很强的责任心。 在
严格按照文件规定执行的同时，
她还会通过多种途径了解困难群
众的实际生活需求。 “我要做到
的是对符合条件的对象坚持一个
不漏。 在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的同时 ， 不让国家利益受损 。”
尤冬媛说。

因为工作的性质， 尤冬媛时

常会下村入户。 每次走进村庄，
她都会到困难群众家中看看、 听
听他们的心声， 还会随时帮助困
难群众解决困难。 家住顺义区马
坡镇的李大妈和郭大爷是一对失
独的夫妻， 一直享受分散供养特
困救助待遇。 因老两口平时省吃
俭用， 在2019年7月年审核查中
发现财产超标， 按照政策规定，
只能暂时撤销了老两口的特困待
遇。

在下发撤销告知书时， 尤冬
媛特意嘱咐镇街的工作人员， 她
说： “要好好跟老两口讲清楚特

困的政策， 告诉他们不必担心以
后的生活， 待符合政策后可以随
时申请， 政府会保障每名困难群
众的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 2020年4月，
郭大爷突然罹患白血病， 老两口
攒的积蓄全部用于看病。 得知这
个消息， 尤冬媛心急如焚。 她立
刻与镇街工作人员沟通， 在充分
结合政策的基础上马上为老人办
理特困手续。 当年5月， 便审批
完成两位老人的特困待遇， 及时
保障了老两口基本生活， 同时缓
解了高额医疗费用支出的压力。

两位老人拿到特困供养证时， 激
动得落下泪。

尤冬媛时刻关注着困难对
象。 2019年冬季的一天， 天气寒
冷， 吃过晚饭， 她翻看手机时发
现一条消息， 显示村路边有位80
多岁的老人睡在马路上。 “老人
一个人睡马路上， 会不会是社会
救助对象？” 想到这里， 她立刻
拿起电话拨通了该镇民政科长的
电话 。 通过描述情况 ， 仔细核
查， 最终确定老人是该镇的农村
低保对象。 她立即穿好衣服驱车
来到现场。

通过与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沟
通， 尤冬媛了解到当晚老人吃过
饭后自己出来转悠， 在路边休息
的时候被路人看到。 老人没有子
女， 日常生活起居由亲属和村委
会照顾， 村里人都说老人患有精
神疾病， 平时很少与人交流。 了
解到老人情况后， 尤冬媛与镇、
村工作人员试着与老人交流， 但
老人一直没有回应。 “气温这么
低， 老人在路上肯定不行。” 她
立刻联系救助站同事请求帮助。
在救助站同事的帮助下， 老人被
送到了村委会， 安顿下来已经是
凌晨12点多了。

考虑到老人日后的生活， 尤
冬媛更是忧心忡忡。 在与镇村的
工作人员商量后， 决定将老人送
进养老机构。 她与顺义区精神病
院取得联系， 随后和镇村工作人
员带老人到区精神病院对其精神
疾病以及身体状况方面进行全面
评估。 看到医生出具的 “能够沟
通交流， 回答问题清楚” 时， 她
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地了 。 接
着， 她为老人办理相关集中供养
手续， 与镇村工作人员一同把老
人送进了养老院。

多年来， 尤冬媛和伙伴们以
加大保障力度，严把进出关口，规
范管理程序，突出亮点特色，强化
困难群众帮扶为出发点， 坚持政
策面前人人平等， 符合低保条件
的一个不卡， 不符合条件的一个
不批，多年来从未出现“人情保”
和“该保不保”的现象。 截至2020
年12月底， 顺义区共有社会救助
对象2837户4380人， 全年累计发
放救助金5423.95万元，未发生一
例错发、漏发、迟发现象。 2020年
12月， 顺义区困难群众救助服务
指导中心在第二届北京市民政系
统“感动社会·民政榜样”评选活
动中荣获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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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冬媛： 这里的困难群众始终被温暖被帮助
□本报记者 盛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