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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教全面推进依法治教

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居全国倒数第一；
全省 86 个县中，就有 58 个集中连片贫困县

和17个插花贫困县；
与陕西、四川、青海、新疆、内蒙古、宁夏

等省份接壤，东西蜿蜒1600多公里；
⋯⋯
摊子大、底子薄、资金少，甘肃教育发展面

临的难度可想而知。没有动力十足的火车头，要

想“提速”，实现“弯道超车”，更是难上加难。
但岁末年初，当中国教育报记者踏上这片土

地，沿着河西走廊等地一路走下来，却有情理之
中、意料之外的发现：一个穷省，对教育出手很

是大方，而教育的回馈更是大方。
我们截取兰州、酒泉、张掖、陇南 4 个地市

的见闻故事，它们，正是一个西部穷省办大教育
的缩影——

穷省是如何办大教育的？
——甘肃教育行记

本报记者 张婷 甘甜 张显峰 冲碑忠 尹晓军

【镜头】

“原来的办学条件很落后，操场
泥泞、瓦房漏雨。学校改建后，不仅
修好了楼房和操场，还配齐了各种
设备，科学实验课也开起来了，现
在，每年都有学生回流。”陇南市康
县城关镇中心小学校长焦志荣说起
学校的今昔对比，感慨万千。

投入超过 6696 万元，仅在康
县，“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
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项目”（以
下简称“改薄项目”） 就覆盖了
98 所学校。更让康县教育局局长
贾泽厚高兴的是，“项目不仅给我
们盖了新学校，还按照我们的清
单，补充了各种教学仪器和设
备，真解决了我们县的大问题”。

【背后】

陇南市地处秦巴山区，境内
山大沟深，坝窄地小，是一个自
然条件差、贫困人口多、脱贫难

度大的地区。全市有国
贫县 7 个，康县就是其中之

一。
受自身财力所限，康县学校

的建设难度很大。这些年，国家
和省里很关心康县，投入了不少
专项。但因为是专项，往往解决
的就是一个方面的问题。有时就
会出现新教学楼盖好了，但教学
设备没着落的情况，“外面看着漂
漂亮亮，教室里面空空荡荡”。

2008 年汶川地震后，“校安
工程”项目重新加固了康县城关
镇中心小学的教学楼，教室宽敞
明亮，学生们特别高兴。但焦志
荣心里却有些遗憾，只有教学
楼，没有功能室，科学实验、综
合课程还是开不起来。

2014 年，国务院启动“改薄
项目”。根据改薄规划，中央支持
甘肃，投入87.34亿元，省市县三

级财政又拿出资金 126.66 亿元，
下决心解决基层学校难题。

从国家到地方，从省里到区
县，好不容易拿出的这 214 亿元
到底怎么花？甘肃提出，改变传
统的项目操作方式，因地制宜、

“一校一策”，将“从上至下”的
项目设计程序变为“从下至上”，
由学校根据实际提出需求，缺校
舍就盖校舍，缺设备就配设备。

第一次听说“一校一策”，贾
泽厚还有些怀疑：“这么大的项
目，程序环节多，怎么可能落实
每个学校的需求？”抱着试试看的
心态，康县拿出了自己的清单：

98 所学校申报了项目，新建
校舍超过2.7万平方米。此外，各学
校需要的设备仪器更加“麻烦”：学
生 用 床 1980 张、师 生 饮 水 设 备
111 台 、图 书 53640 册 、课 桌 凳
10007 套、多 媒 体 教 学 设 备 826
套、安保采暖设备504台⋯⋯

复杂的计划被报到了省教育
厅，通过审核后，“改薄项目”需
要的资金很快就拨付到了康县的
账户上。基建项目马上招标启
动；采购项目或由省厅集中采
购，或由康县自主招标。

如何保证这么多项目顺利进
行？此时，大数据派上了用场。
省教育厅改薄办综合处负责人高
彩玲每天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
电脑或手机应用软件查看各区县
项目学校的情况，基本信息、计
划审核、进度监测等内容，都可
以随时点击。

第三方力量也加入了进来，
实时监测各级项目资金去向和使
用状态，实时监测每个单体项目
实施进度。

在 每 个 项 目 学 校 的 醒 目 位
置，都有一个公开公示栏，通过
手机扫描统一设计的二维码，可
实现对每个项目在前期手续、主

体施工、竣工验收、决算审计等
各阶段的进度查询。

截至目前，甘肃省“改薄项
目”覆盖全省 11314 所义务教育
学校的 253 万名学生，分别占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数和学生数的
84%和93%。

一栋包含多个功能教室的综
合楼在城关镇中心小学拔地而起，
一批批设备随后进入。“终于能开
科学实验课了”，焦志荣特别高兴。

“钱要花在刀刃上，要解决基
层的难题。我们不能只在办公室里
做项目，而要听着校长的意见改项
目。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改的
环节还有很多。”高彩铃说。

【数据】

甘肃省3年累计投入“改薄
项目”资金145.3亿元，实施土
建项目14086个、设备购置项目
45588个。截至目前，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增加
1.34平方米，78%的学校生均校
舍面积达标；1925所寄宿制学校
教学和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全面
消除“大通铺”现象；更新学生
课桌椅131.7万套，实现了一人
一桌一椅的目标；配置“班班
通”设备4.76万套，实现了设备
全覆盖。已实施项目惠及全省
11254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252
万名学生，分别占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数和学生数的83%和93%。

贫困县的实验课开起来了
星期一 陇南市康县城关镇中心小学 晴

【镜头】

上午 10 点，长安镇中心幼儿
园中班的康凯凯戴着厨师帽，在

“辣炫屋”的模拟烧烤炉上做烧
烤。“来一串烤鱼。”丁鹳小朋友指
着一串烤鱼模型说，还顺手拿出

“一元”教材专用币。“5 毛一串，找
你 5 毛。”收银台旁，小小收银员周
婧利落地完成了收钱找钱的动作，
并邀请“顾客”“下次再来”⋯⋯

“这几年，幼儿园的日子好过
了，硬件每年都上一个大台阶。
老师们的待遇也在提高，还有到
发达地区学习的机会呢！现在，
我们设计活动很拿得出手，通过
医院、餐厅、公司等各种场景，
让 小 朋 友 们 在 逼 真 的 体 验 中 学
习。”幼儿园园长王静说。

【背后】

前两年，每当大型公办园招
生时，长安镇万家墩村村民王海
霞总会去看看。“我想把儿子送到
公办园，条件好、老师好。想进
去可不容易，家长要提前几天几
夜去排队。从报名开始到结束，
不到 1 小时名额就全满了。我得
找到排在前面的办法，以后儿子
入园用得上。”

王海霞之所以这么上心，背
后有一笔经济账：如果挤不进心
仪 的 公 办 园 ， 儿 子 就 得 上 民 办

园 。“ 一 个 月 保 教 费
3000 元，每天的伙食费也

要十几元，这样算下来，3 年
我得给儿子攒下 10 万元，真不

是个小数字。”
入园难，在甘肃是一个突出

的问题。2011 年，全省仅有幼儿
园 2457 所，教职工 2.23 万人，在
园幼儿43.21万人，学前三年毛入
园率仅为 42%。在贫困地区，学
前三年毛入园率不足 10%，最低
的县不到4%。

“甘肃是一个穷省。原来，教

育上的资金要先紧着义务教育用，
紧着重要的任务来分配。因此，学
前教育这一块儿投入少、发展慢。
公办园满足不了老百姓的需求，民
办园又太贵，有些不太宽裕的家庭
就会选择不让孩子上幼儿园，入园
率一直不高。”张掖市甘州区教育
局局长刘文说。

近年来，经济并不宽裕的甘肃，
下决心挤出资金，补上学前教育这
块短板。盖幼儿园、制定生均经费标
准⋯⋯一项项好政策接踵而来。
2012年，甘州区也顺势启动了学前
教育办园体制改革试点项目。

建园，快速扩大学前教育资
源。在新城区新建 1 所幼儿园，
新增民办园 4 所，在每个镇建成 1
所中心幼儿园，在每个村建成 1
所学校附属园。

招人，快速补充幼儿教师队
伍。通过“培、招、转、聘”等
途径，为公办幼儿园配备了一批
专业教师、保育员、保健人员。

保障，政府买单提高教师待
遇。对没有编制的幼儿教师，由
区财政每月补贴 650 元，有效降
低了幼儿园的运转成本。

培训，培养一批名园长和教
师。在教师培训经费中划出一定
比例，专项用于幼儿教师培训，
建立每 5 年一个周期的幼儿教师
全员培训制度。

2014 年，长安镇中心幼儿园
从原先的小园搬进了高标准的新
园，条件全面升级，大型玩具设
备、幼儿卫生间、活动区域一应
俱全。地方有了，幼儿园的招生

范围也扩大了，可以面向附近 10
个村子招收更多的学生。而王静
园长也走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课
堂，与中国最顶尖的学前教育领
域教授对话。

“我们现在是赶上了好时候，
不再为钱为设备发愁了，现在我的
任务就是一门心思地把质量提上
来，把孩子们培养好。”王静说。

看到镇幼儿园的变化，王海霞
改变了主意，儿子不用去别的幼儿
园了，就到长安镇中心幼儿园。“幼
儿园的条件比市里的都好，园长还
是名师，我太满意了。保教费一个学
期900元，伙食费每天9元，包含三
餐一点。”王海霞乐得合不拢嘴。

更让家长们高兴的是，2015
年，甘肃省出台惠民政策，对全省
85.27 万学前三年在园幼儿按每生
每年 1000 元的标准免除（补助）保
教费。对 58 个贫困县的 6.57 万建
档立卡贫困户学前三年在园幼儿
每人每年再补助1000元。

拿到 1000 元补助金，王海霞
又算了算账：“每年，孩子的在园
花费不过七八千元，三年下来也
就 2 万多元，再减去省里的 3000
元补助，比起原来 10 万元，我可
节省了8万呐！”

今年，甘州区的入园率已达
到97%。

【数据】

甘肃省委、省政府连续5年将
学前教育列入为民所办的重大实
事，累计投入57.95亿元用于园所
建设、设施配备、师资培训和幼儿
资助。制定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标准，按照城市1400元/生/年、农
村1200元/生/年的标准保障学前
教育经费运转。仅2015年省级财
政投入学前教育经费就达 17.28
亿元。全省实现了贫困地区1500
人以上行政村幼儿园全覆盖，学前
三年毛入园率达到90%，比2011年
提高了48个百分点。

上幼儿园花钱越来越少了
星期四 张掖市甘州区长安镇中心幼儿园 晴

【镜头】

早上 7 点 50 分，家住兰州市
甘南路 41 号的陕西籍学生吕佳兴
走进了兰州市一只船小学的大门。

“校长早上好！”一进门，吕佳兴就
碰见了马媛校长。校长微笑着拍了
拍他的肩说：“小伙子很精神啊！”
得到了校长的鼓励，吕佳兴使劲儿
挺了挺胸，迈着大步朝教室走去。

在校门外的妈妈李荣看到这
一幕，赶紧朝马校长招手。“一只
船小学是兰州人心里的名校，历
史长、培养的名人多，现在我们
的娃也能在这里读书，心里别提
多高兴了。每次见到校长，我都
要道一次谢。”李荣对记者说。

【背后】

在兰州，随迁子女的入学门
槛很低，家长拿着户口本、居住
证、房屋租赁合同或房产证、流
动人口婚育证“四证”，即可就近
入学。哪怕家门口是一所名校，
只要有学位，“新兰州子女”就能
就读。因为政策宽松，这两年兰
州的随迁子女增速很快，每年都
以 7%—8%的速度递增，现在总
数已经达到了15万。

“甘肃虽然是一个穷省，但在
接纳随迁子女的问题上决不含糊。
只要符合条件，我们千方百计也要
让他们上学，让他们享受同城待
遇。”兰州市教育局局长南战军说。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目
前，兰州学校接收随迁子女的比
例平均已达到 30%，在那些鼎鼎
有名的学校，也有 10%左右的

“新兰州子女”。
要让 15 万新学生有学可上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让我们来算
一笔账，以2000人建一所学校推
算，需要新建学校 75 所，新配教
师近8000人。

南局长要想兑现承诺，第一
个难题是地。兰州人描述兰州市
是“两山夹一河”，城区狭长，还
被山水所限，要想找一个块可以
盖学校的地皮，真是难上加难。

“难度最大的是城关区，据测算，
城关区每平方公里住着 5.8 万人，
人口密度超过京沪，不输香港。”

现实摆在面前，是坐着抱怨，
还是负重前行？兰州人显然选择了
后者。南局长拿出3个“锦囊”——

第一计，结合兰州职教园区
的发展，将中心城区的中职校搬
迁到兰州新区的职教园区，将原
来的职教校园改造为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

第二计，将城区走读高中迁
到人口较少的城郊区域，改为寄
宿制高中；将原高中校园也改造
为义务教育学校；

第三计，在寄宿制高中周边
新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吸引想
读寄宿制高中的家长主动腾出中
心城区学校学位。

一套“连环计”变出了 17 所新
学校，增加学位 2.5 万个。“原来要
被撑爆了的班级现在渐渐开始‘消
肿’了。”一只船小学校长马媛说。

虽然南局长的妙计起了作用，
但随迁子女人数仍然在急速增加，
盖学校的速度，依旧赶不上人数增
加的速度。要想再加倍盖学校，可
能就需要征更多的地，将原来老城
区的住户拆迁到别处，而这样做需
要的资金是巨大的。

钱，是南局长遇到的又一个
难题。

“一只船小学总面积不到7000
平方米，太小了。我们想把校内两
栋老居民楼迁出，把地方还给学

校，但这里寸土寸金，拆迁资金恐
怕要1亿元。这么大一笔钱，全靠
区财政解决压力太大，希望能有支
持。”城关区教育局副局长甘永武
说。

需要支持的不仅是钱，还有
人。“学校新增了几百甚至上千学
生，急需增加教师，解决开课、管理
难题。”甘永武说。

从目前的情况看，兰州
距离教育的理想状态仍有不小
差距。“义务教育阶段投入以县

（区）为主，如果仅仅以一个县（区）的
财力来解决目前汹涌而来的随迁子
女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省市
两级倾力支持，但甘肃经济条件有
限，仍然压力很大。城市学校中心城
区急需新建扩建，面临没有地、没有
钱、没有政策支持的窘境，需要我们
探索更多创新的方式，更需要国家层
面的顶层设计。”南战军说。

虽然南局长盼望的国家政策
现在还没有信儿，但兰州人也不
想等靠要，他说，这两天他还要
和区县的局长们再开个会，专门
研究这个问题。

【数据】

截至2016年底，全省义务教
育阶段共有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16.75万人，占义务教育阶段在
校生总数的6.21%。为推动这项工
作，甘肃先后出台了《关于做好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
育后在我省参加升学考试工作的
实施方案（试行）》《关于进一步做
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义务教
育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完善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实
施方案》等多项政策，坚持“以流入
地政府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
为主”，简化入学手续，畅通入学渠
道，将随迁子女与本地户籍学生统
一管理、统一编班、统一教学、统一
安排活动，真正使随迁子女融入集
体、健康成长。

“新兰州子女”走进名校了
星期三 兰州市城关区一只船小学 晴

王嘉毅：党的十八大明
确提出，要“大力促进教育公
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积极
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
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
用之才”。甘肃要通过扩大
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
平。一方面，要全面优化县
域义务教育布局结构，根据
城乡建设发展规划和人口变
动状况，因地制宜推进中小
学布局结构调整；另一方面，
要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
覆盖面，建立校际联动机制，
开展对口帮扶，实施学区化
管理，采取优质学校与薄弱
学校整合、重组、捆绑及校
长、教师互相交流等方式，整
体提升学校办学水平，最终
实现所有兰州子女共享优质
教育。

王嘉毅：学前教育是甘
肃省教育体系的薄弱环节，
更是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

“短板”。近年来，甘肃按照
“四个有利于”原则（有利于
利用小学富余校舍和师资、
有利于方便幼儿就近入园、
有利于乡镇分级管理、有利
于社会力量参与），重点推
进学前教育资源向行政村
延伸。同时，制定了农村幼
儿园基本办园标准、公办幼
儿园编制标准和学前教育
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为
新建改扩建农村幼儿园配
齐保教设施 、配足保教人
员。学前教育不仅使农村孩
子接受了良好启蒙教育，也
使家长安心从事生产劳动，
增加家庭收入，真正解放了
农村劳动力。

【镜头】

12 岁的余婷小朋友，是酒泉
市肃州区银达村人。她的爸爸妈
妈在城里打工，一家人因此搬到
了肃州城区居住。但每个周一，
余婷还是会乘坐校车返回银达中
心镇小学读书，直到周五才回家。

又到周五，余婷乘坐的 12 分
队 校 车 准 时 抵 达 肃 州 区 泉 湖 8
组。爸爸余海兵早早等在了泉湖
站点前，迎接自己的小宝贝。“爸
爸！”余海兵接过孩子，向跟车的
张秀兰老师说：“谢谢您的照顾，
孩子都长胖了，我们选择让孩子
返乡读书是正确的。”

【背后】

在酒泉，农村寄宿制学校与
城区学校相比，非但不差，还有
许多优势。

余爸爸心里有一份账单：余
婷每学期有 500 元的贫困寄宿生
补贴，每天在学校还能吃到一份
价值 4 元的营养早餐。在学校的
住宿、洗澡都是不收费的，家长
每个月只需负担 160 元的午、晚
餐费和150元的校车费。

“余婷寄宿后，我们家每个月
至少节省开支 500 元。更重要的
是，她妈妈能安心打工，不用再
为接送孩子准备餐食操劳，每个
月还能多挣 2000 元呢！”余海兵
高兴地说。

吸引余爸爸的银达镇中心小
学，是十里八乡的一所名校，连
续多年拿到市级、区级的教学质
量 奖 ， 好 几 位 名 师 常 常 去 城 区

“传经送宝”。
余婷喜欢学校的美食。“早上

吃的是油饼子、八宝粥和鸡蛋；
中午吃的是土豆牛肉、辣子鸡和
炒青菜。”一口气，余婷背了一串
菜名，“餐餐不重样，做得比家里

好吃。”
余婷喜欢学校的宿舍。房间

很大很明亮，地面铺着漂亮的大
瓷砖。房间里一人一铺，10 个小
伙伴做伴。“我是寝室里最大的，
平常会照顾三年级和一年级的小
妹妹，妹妹们也很喜欢我。”

余婷喜欢学校的社团。课余
时间可以画石头画、练习书法、
到舞蹈教室学街舞。“每天都有做
不完的事，比我在城里一个人待
在家有意思多了。”

寄宿制学校使得农村学校的
质量大幅提升，不仅开齐了各种
课程，还立足实际开设了十几种
社团活动。学校校长郭军帮说：

“在原来小规模校时，这是不敢想
的。”

目前，酒泉市有寄宿制学校
94所，规模在500人至1000人左
右，占学校总数的 48.96%；寄宿
学 生 3.48 万 人 ， 占 学 生 数 的
32.5%，其中小学达到 24.3%，初
中达到47.2%。

时 间 回 到 10 年 前 。 2007
年，当酒泉市开始推进寄宿制学
校建设时，这一做法还曾受到不
少村民的质疑：“孩子离开家上学
行吗？”“上寄宿制学校，娃娃想
家怎么办？”

酒泉市教育局副局长张学谓

说：“酒泉市总面积 19 万平方公
里 ， 人 口 仅 有 111 万 。 地 广 人
稀 ， 大 量 农 村 学 校 都 是 小 规 模
校。村小星星点点地散布在戈壁
滩上，办学质量差，得
不到老百姓的认可，也留
不住生源，发展寄宿制学校
才是酒泉的选择。”

这几年，酒泉赶上了国家和
省里的好政策，资金和项目一直
在 向 乡 村 倾 斜 。 在 有 条 件 的 乡
镇，建起了一批漂亮的寄宿制学
校。可只有教学楼还不够，孩子
们 的 吃 、 住 、 行 都 得 管 好 。 于
是，澡堂工程、校车工程、明厨
亮灶工程等被一个个提上日程。

无须强制性的撤点并校，老
百姓们看到学校条件这么好，争
着把孩子送来。“娃娃们不能只待
在家里图舒服，要上好学，就得
去 寄 宿 制 学 校 ， 以 后 才 能 有 出
息。”肃州区王家庄村民李玉明
说。

看 到 孩 子 们 一 个 个 回 到 校
园 ， 郭 军 帮 心 里 有 说 不 出 的 高
兴：“比起原来的小学校，寄宿制
学 校 的 老 师 苦 、 工 作 累 、 压 力
大，但我们心里是甜的。只要有
学生，农村学校就能办下去、办
得好。”

【数据】

2015年，甘肃出台了《甘肃
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实施办法》，
所有乡村教师全面落实不低于每
人每月 300 元标准的生活补贴，
2017年补贴将增加为每人每月不
低于500元。到2020年，乡村教
师生活补助不低于1000元。截至
2016年12月25日，全省58个集
中连片贫困县和17个插花贫困县
共为16.36万名乡村教师发放生活
补助资金6亿元，人均月补助标
准达到307.2元。

进城娃又返乡上学了
星期五 酒泉市肃州区银达镇中心小学 晴

王嘉毅：乡村教师强，则
乡村教育强。甘肃将加强乡
村教师队伍建设与精准扶贫
相结合，按照“一提高、两加
大、三精准”的思路，着力破
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中的难
题。“一提高”：着力提高乡村
教师待遇，单独实施乡村学
校及教师评价标准；“两加
大”：加大教师交流轮岗力
度，加大对口支教力度，开展

“巡回支教”活动；“三精准”：
通过精准招录、精准培训、精
准培养，培养一批下得去、用
得上、留得住、教得好的中小
学教师。

王嘉毅：甘肃是全国扶
贫开发的重要省份，也是一
个灾贫叠加、灾灾叠加的省
份。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区域
六盘山区、秦巴山区、藏区
覆 盖 我 省 58 个 贫 困 县 市
区 ， 另 有 17 个 插 花 贫 困
县，贫困面大、贫困程度
深、地方财政自给率低。省
委、省政府将“全面改薄”
工作列为重大民生项目，强
力推进实施。为此，开发了
网络版“甘肃省全面改薄信
息管理系统”及手机应用软
件，实时监测各级项目资金
去向和使用状态，也正是这
一系列有力措施的实施，使
我省全面改薄工作取得了预
期效果。

【厅长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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