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教育专刊 组版：冯岩 电子信箱：564033764@qq.com

2022年3月3日 星期四

本报社址：吕梁市离石区八一街 10号 邮编：033000 排版：吕梁日报社激光照排中心 地址：吕梁市离石区八一街 10号 印刷：吕梁市印刷厂 地址：吕梁市离石区滨河南西路 68号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吕梁市分公司 广告刊登热线：0358—8229858 全年订价：396元

1月 10日，吕梁市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现场推

进会在临县召开。谁能想到，十年前，当地的教育

移民现象曾极为风行，每年中考之后，很多家庭

都会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太原、太谷的学校去读

书。其间，既包含着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强烈渴望，

也折射出对本地教育的失望。为此，近年来，当地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实施了义务教育“全

面改薄”工程，围绕“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目标进

行了一系列深度改革，彻底解决了“择校热”和

“大班额”问题，让曾经风靡一时的教育移民现象

成为历史，打了一场漂亮的教育翻身仗。

从望尘莫及到看得见、摸得着，城乡
教育均衡的不仅是菜谱

2 月 21 日，开学伊始，位于临县县城的柏树

沟学校，七年级 68 班学生李钰正津津有味地吃

着面前的午餐，大米饭、土豆炖鸡块、鱼香肉丝、

西葫芦炒鸡蛋，在同一时间，距离县城 50公里外

的偏远山村，丛罗峪学校九年级 98 班学生刘洋

和李钰一样也在享用自己的午餐，他们每天的菜

谱都一模一样。

来到临县城庄镇阳宇会村，临县营养餐配送

中心就设在这里，每天全县城乡义务教育 30000
余名师生的饭菜都会以半成品形式从这里配发

各个学校。记者在现场看到，15辆 GPS监控冷链

运输车在院子里整齐排列，办公区域设有原材料

检测室、自动化净菜加工车间、肉类加工车间、面

食生产车间、恒温冷藏库、智慧物联 AI 管理系

统、学生健康大数据管理系统、食材溯源管理系

统，大屏幕上，城乡所有学校的厨房与餐厅尽收

眼底。

配送中心经理王朝阳介绍说，目前，他们采

取集中采购、统一检测、统一加工、统一配送、分

校烹饪的模式，从供、需、管方面三管齐下，将全

县城乡学生营养餐打造成真正的营养餐、幸福

餐、良心餐、放心餐。

今天，当地农村学校的孩子们不仅享受的饭

菜和城里一样，其他各种教育资源也一样都没有

落下。

丛罗峪九年制学校校长郭建军对此感同身

受，他对记者说：“近年来，在全县学校布局调整

中，随着教师交流制度实施，30名优秀教师回流

我校，师资水平迅速提高。同时，在校舍建设、专

室配套、信息化设备等方面，我们与县城学校实

现了同步改造与更新，餐厅、操场、宿舍环境都获

得极大改善，再加上招生政策不断向乡村学校倾

斜，学生留得住、学得好，给当地百姓带来了看得

见、摸得着的获得感。”

成荣保已经在临县白文镇初级中学校担任

校长有 8个年头，学生人数由当初的 105名增加

到现在的 400余名，成为全县规模较大的单办乡

镇初中，2018 年，该校被评为“省级文明学校”。

作为一所乡镇初中，每年从这里输送到县城高中

的学生有不少进入名牌大学就读。

谈起近年来的变化，成荣保深有感触地说：

“首先，每年都有优秀的特岗教师分配到我校，学

校师资力量与县城学校逐渐缩小。同时，男、女学

生公寓楼都配备了卫生间和饮用水设施，环境舒

适、整洁，每个教室都配备了电教设备，体育、运

动器材、电教室、美术室、图书馆、科技馆、青少年

创新工作室等一应俱全，以前农村学校对县城学

校望尘莫及的，如今都已变成现实。”

普通百姓的福气，再也不用找关系
择校择班了

景利花是临县三交镇武家沟村人，她的孩子

李梓怡在北门小学二年级 1 班就读。目前，由于

全县城乡学校与学校之间实行了教师交流，所有

学校的教师资源得到了均衡分配，家长再也不用

忙着去找关系择校择班。

作为这场改革的受益者，景利花由衷地说：

“就近入学给我们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现在可

以说一出校门就能上学了，学校就在家门口了，

这既减轻了我们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负担，也少了

路上的很多安全隐患，这样的教育我们真的很放

心、很满意！”

马智华是临县一中原 392 班一位毕业生的

家长，他的大儿子中考时，当地初中毕业的优秀

学生还有去太原、太谷上高中的热潮。作为家长，

他也跟风把大儿子送去太谷二中上高中。三年时

间里，除了开学放假要接送孩子外，平时也要时

不时去太谷看孩子，开销很大不说，路上往返折

腾，自己也被搞得疲惫不堪。财力精力付出很大，

但孩子的高考成绩并不好。

二儿子马腾中考那年，临县初中毕业生仍然

有去外地上高中的风气，但随着当地教育水平的

不断提高，马智华毅然决然选择了临县一中。三

年来，孩子在临县一中发展的非常好，家长每天

都可以了解到孩子的学习情况。最终，孩子以优

异成绩考入西南交通大学，今天回想起来，他依

然感慨万千：“对普通百姓来说，家门口有了好学

校真的是一种福气。”

近年来，为着力破解农村中小学部分学科教

师不足的问题，大力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

展，临县通过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打破传统

核编定员框架，取消校际边界限制，以县域整体

核编，以学校确定岗位，给教育极大的自主权。改

革编制管理制度，改革岗位管理办法，建立健全

中小学教职工岗位聘用和合同管理制度，建立交

流轮岗机制，教师由学校人变为“系统”人，城乡

教师有序交流。通过阳光招生、均衡编班、教师均

衡配置等改革措施，今天，临县已经消除了提前

组织招生、变相“掐尖”选生源对正常教育教学工

作的冲击影响。

比起漂亮的校舍，文化成为当地教
育更高级的体现

临县教科局位于临县城内胜利街 120号，办

公场所系七十年代前修建的砖混窑洞。室内简

陋，设备陈旧，部分办公桌、文件柜还是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留下来的。办公室空间狭小、人员拥挤，

一间 20平方米的办公室有八九人。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该县投资

2.7亿元，新建、改扩建了 38所学校，维修改造了

80多所学校，投资 1400余万元对农村 17所寄宿

制学校实施了包括食堂、宿舍、浴室、厕所标准化

和净化饮水“五个一”建设工程。投资 8000 多万

元为全县所有学校都装备了学校信息化设施设

备、图书仪器、生活教学用具，校园实现“六个百

分百”全覆盖并与公安联网。孩子们不仅上学环

境安全整洁，而且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校园文

化。

走进临县高级中学，单从校园建筑而言，时

尚大气的外观让很多人都说这所中学不像是临

县的学校，对此，临县教科局局长陈国民却对记

者说：“其实，比起漂亮的校舍，校园文化才是教

育更高级的体现。办学有特色，学校有内涵，离

不开文化浸润，而这种特色校园文化则影响着

从这里走出的孩子们的一生，改变一个学校的

文 化 ，就 像 改 变 一 个 民 族 的 精 神 一 样 意 义 深

远。”

漫步校园，记者发现校内的一砖一瓦、一草

一木、一面墙、一条路、一句标语、一张照片，均为

本校师生自己创作，这种接地气的校园建设成为

该校对“高级”一词的诠释，让身边的榜样激励彼

此，让师生共同打磨出的校园物质文化润育着师

生自己。

2020 年，秦泽锋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

学，三年前，他的中考成绩只有 614分，根本不是

“掐尖”招生的那一类学生，在临县高级中学的三

年淬炼，他不仅取得了骄人的学习成绩，而且具

备了“仰望星空”的视野。

谈起自己的母校，秦泽锋深情地说：“母校文

化对每一位学生的成长都有着很深的影响，在这

里我们不仅学到了知识，而且在学习过程中始终

都在‘仰望星空’，视野开阔，身在清华校园，母校

的时钟广场、未来广场却经常闪现在我的脑海。

我从那里走来，每一步成长都有母校文化的印

记，母校的主题升旗仪式、激情跑操、宿舍整理这

些看似平凡的瞬间，却让我明白了脚踏实地是一

切伟大的根基。”

李泽鹏是临县四中 2102 班学生，他已不止

一次体验了走红毯的感觉，上个学期末，在学校

表彰大会上，这个学习成绩并不突出的学生再次

与那些学习成绩拔尖的同学比肩而立，同台领

奖，共享荣耀。

谈起自己走红毯的经历，李泽鹏告诉记者：

“能上台领奖并不是因为我成绩好，而是因为我

在进步，班里有一多半的同学都有机会在他人的

掌声中走上红毯。这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只要

努力，就可以成功。上小学时，我的成绩很一般，

考好是 B，考差是 C，为此，我很沮丧。在这里，我

的每一次进步都能得到认可与掌声，上个学期的

期中考试，我的成绩是 4个 A、2个 B、1个 C，到了

期末考试，我的成绩是 6个 A、1个 B。一步一步的

努力之后，是一次一次的进步，我相信我一定还

会进步的！”

基层教师们的动力，荣誉感激发事
业心

张旭平是临县林家坪镇初中的一名教师，

2022 年 1 月 2 日，学校放假，因有事去离石，走

之前，他特地把学校配发的公交卡装在包里。到

达离石客运站后，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看看临

县公交卡能否在离石使用。上车后刷了一下卡，

公交车上的语音提示：“欢迎乘坐”。一路上，他

的心情非常愉悦，身为人民教师的荣誉感油然

而生。

2021 年，吕梁市委、市政府《关于办好人民

满意教育的行动方案》出台以来，临县制定出台

了《临县关于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行动计划》，并

配套出台了十个相关方案。让教师坐公交免费就

是其中的一项举措。与此同时，该县聚焦队伍建

设强管理，创新绩效管理制度，实行绩效要素分

配法，切块到校，由学校统筹发放。中小学、幼儿

园教师绩效工资总量增加 20%，高中教师绩效工

资按绩效总量的 2.5倍列入财政预算，班主任津

贴每月不低于 500元，极大地调动了一线教职员

工的积极性、主动性。

2020 年秋季开学，王卫兰从临县实验小学

交流到河渠小学，担任二年级二班班主任兼语文

老师。作为当地集团化办学资源均衡改革的亲历

者，她也同时见证了临县义务教育“全面改薄”工

程的初步成效。

“不用像以前一样带大班容量的班级，教

室不再拥挤，工作量相对减少。不同的学校有

不同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氛围，两所学校的教学

理念和方式方法产生了碰撞，工作激情也有了

新的激发，产生了事业第二春的感觉。从前年

开始我和老公作为小学和初中的班主任每月

分别增加了 500 元和 700 元的班主任费，现在

除了正常绩效，还有了增量绩效，这都是对我

们一线每一位努力工作教师的肯定。交流到河

渠小学的一年多来，作为最基层的一名老师，

我感谢这场改革，我也会用最真诚的热情去拥

抱伟大的事业。”

人民满意的教育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教科

局局长陈国民有着自己的理解方式，他把自己

的孩子从太原转回到临县上学，当地很多人都

说他是用命干教育的人，对此，陈国民坦言：“越

是偏远落后的地区，越需要先进的教育理念，只

有教育率先摆脱了保守与落后，孩子们的未来

才能摆脱贫困与闭塞。所以，不合格的教育是让

百姓围着教育转，好的教育一定是围着百姓转，

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民受益，只有让百

姓家门口的好学校多起来，才是教育交给人民

的最好答卷。”

跟着初心走 围着百姓转
——临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改革纪实

贾力军 白军君

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是进入改革深水区的教
育人不得不披荆斩棘去直面的问题。

综合改革与单项改革、碎片化改革相比，它
的意义在于，改革之间环环相扣，相互支撑，让改
革能深入，成果可持续。

区域教育布局是一项系统工程，往往牵一发
而动全身。如何在保障整体布局科学性、前瞻性
的同时，又兼顾教育发展的普适性、区域情况的
独特性？推进区域教育布局，如何破局尤为关键。

教育发展为什么需要理念引领？因为有什
么样的教育理念，就有什么样的结构机制和教育
生态。理念就像灯塔一样指引着区域教育发展。

如何在教师薪酬制度改革上创新？
如何不断完善校长的职绩制改革？
临县的具体实践生动地诠释了教育人积极

探索的姿态。

深度解读

●实施教师交流制度，乡镇学校师资
力量与县域学校逐渐缩小。农村学校
的孩子们不仅享受的饭菜和城里一
样，其他各种教育资源也一样都没有
落下。
●以县域整体核编，以学校确定岗位，
给教育极大的自主权。
●不合格的教育是让百姓围着教育
转，好的教育一定是围着百姓转。
●在校长职级制管聘机制的不 断完
善下，一支高品质的校长队伍已经形
成。
●创新教师绩效考核机制，统一设计
全县教师的绩效考核评分表，打破一
校一策，做到更加公平。

◇【省媒看吕梁教育·《山西日报》2022年2月24日】

2 月 22 日，临县丛罗峪九年制学校学
生正在打饭，菜谱和县城学生的菜谱一模
一样。

书香校园，点亮师生精神底色，文化立魂，让每所学校怀有独特的气质。图为临县白文职业技校音乐课堂。
本版图片由临县教育局刘锋提供。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刘锋的大力支持。

在有温度的教育理念引领下，临县教育构建了一套学生培养机制——好心灵，好修养，求上进。
图为临县高级中学“在进步”的学生集体走红毯。

整合全县教育资源，打通校际间的边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促进县域内教育均衡发展。图为2月22日，临县丛罗峪九年制学校学生就餐时的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