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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 红旗 读书声
——甘肃教育精准扶贫调查

本报记者 佘 颖

甘肃并不富裕，作为我国

欠发达省份，记者所到之处深

感乡土味十足。但甘肃的教育

是“富”的。2014 年甘肃省公

共财政预算支出 2538.4 亿元，

仅教育就花费 405 亿元，相对

“不差钱”。在甘肃，有红旗的

地方，如果是村里最好的建筑，

十有八九是学校。甘肃省教育

厅厅长王嘉毅说，精准扶贫是

基础，甘肃要做的是全面覆盖。

穷省富教育，不仅要给钱，

更要给政策。今年上半年，王

嘉毅向省委书记王三运反映因

编制问题幼儿园留不住老师，

王三运书记当即让他打申请

报告，并在上面批示，要求教

育、人事等部门联合研讨，尽

快 拿 出 解 决 方 案 。 不 久 后 ，

《甘肃省公办幼儿园编制标准

（试行）》出台，规定“县级及以

上公办园教职工编制与幼儿比

例为 1∶10，乡镇及以下公办园

为 1∶12”。在保证省里编制总

量不增加的情况下，优先考虑

满足教育编制需求，并给予教

育系统 5%的附加编制。同时，

教育系统编制实行动态管理，

每年根据学生数量调整学校编

制，如近几年小学每年减少 20

万人，空余的编制腾出来给幼

儿园。只要政策到位，难题解

决有望。

扶贫先扶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实施 5 年来，不仅在甘肃，全国各地的办学条件都得

到了显著改善，学生家庭负担明显减轻，师资力量得到及

时补充。近期国家又出台政策，提出逐步分类推进中等

职业教育免除学杂费,免除贫困学生高中学杂费，实现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全覆盖，决定从 2016 年开始，适当

提高寄宿制学校、北方取暖地区学校和规模较小学校补

助水平，并从 2017 年开始，统一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含

民办学校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补助家庭

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费。

为落实这些政策，中央和地方财政将多出数百亿元

的支出。这钱花得值。

扶贫攻坚离不开教育支

持。在甘肃省，教育底子薄

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状。截

至 2014 年底，甘肃省共有

10人以下学校（不含0人和

1 人学校）1794 所，在校生

10186 人，教职工 3097 人。

校舍建筑面积 559873 平方

米，危房面积 169131 平方

米，甚至还有2所有学生、没

教师和校舍的1人学校。记

者在甘肃调研采访时发现，

全面改善薄弱办学条件，正

在为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

打开大门。

“白天是最美的地方，晚上
是最亮的地方”

——全面改善薄弱校办学条件

绕过积雪覆盖的黄土坡，一圈水泥围
墙出现在道路前方，墙头露出砖红色楼
体，并有五星红旗飘扬。天祝藏族自治县
代乾教学点到了。

“暖和吧？赶紧把外套脱了，要不然
一会儿出去容易感冒。”藏族教师秦抓喜
笑呵呵地把我们迎进教室，一开口就引起
了记者的好奇：室外只有三四摄氏度，屋
里怎么这么暖？

“新校舍装了锅炉，烧得旺旺的。”秦
抓喜已在这里工作了21年。他告诉记者，
代乾教学点建于上世纪80年代，多年来一
直烧牛粪取暖，味道大、升温慢。后来改
成烧煤球，孩子们的脸上都是黑黑的煤
灰。而且煤炉子容易熄火，为了安全，晚
上10点以后就不能再烧了。要知道，代乾
教学点海拔 3400 米，一年平均无霜期只
有 72 天，最冷的时候气温在零下 30 多摄
氏度。这么冷的天没有取暖设备，孩子们
盖着厚被子也瑟瑟发抖。

2013 年，天祝县实施全面“改薄”项
目，由各个学校自行申请项目。代乾教学
点申请的第一个项目就是锅炉房，花了
33440 元。现在一年烧 12 吨煤，用在取
暖上的费用不超过 10000 元，孩子们却
再也不哆哆嗦嗦地上课了。

他们还翻修了校舍，配建了食堂、宿
舍。孩子们从大通铺搬到了自己的小床
上，中午、晚上也能吃上热乎饭菜。学生
家长李成龙看着变了模样的母校说，“在
学校吃得好，比家里暖和，生活又规律，我
自己都想跟着孩子再上一次学”。

此外，学校还用上了班班通、电子黑
板等教学设备，孩子们能够开齐美术、体
育、科学等课程，电视里老师讲的语文、数
学等科目也比原来老师讲得生动。

硬件设施改善是甘肃教育这几年最
大的变化。天祝县打柴沟镇上河东小学
不仅有多媒体教室、实验仪器室、学生餐
厅，还配有保健室、心理咨询室，全校 67
名学生有 10 台供学生用电脑。这学期刚
刚搬迁新址的会宁县丁家沟中心小学配
备了书画活动室、德育室，两位生活老师
下午 4 点以后就接管寄宿学生，不仅带着
他们写作业，还为他们安排文体活动。

跟全国其他地方相比，甘肃省的全面
“改薄”更名副其实，因为省里将不属于义
务教育阶段的幼儿园也纳入了覆盖范围，
出台支持计划，拨付专项资金。根据规
划，到 2020年，甘肃要实现贫困地区贫困
村幼儿园全覆盖，保教设备、师资配备到
位，幼儿园保教活动正常开展。在推进幼
儿园向行政村延伸的过程中，甘肃省还给
每个幼儿班配备20万元的玩教具，比国家
要求的每所幼儿园10万元标准还要高。

在会宁县新添堡回族乡道口村小学
附属幼儿园，记者看到新建的园舍里摆放
着 10 多只塑料小马摇椅，沙坑旁装着保
护轮胎，孩子们正在烧着暖炉的教室里开
心地摆弄玩具。

“把包括幼儿园在内的学校建好，不
仅是教育事业的需要，也是发展经济的需
要。父母把孩子放在学校，就能放心出去
干活、打工，否则总得拴一个人在家里看
孩子。”会宁县教育局副局长汪自仁说。

作为全面“改薄”重点实施省份，甘肃
一年多来共投入 103.17 亿元，其中中央
支持资金 44.37 亿元，实施 1.3 万余个项
目，设备购置项目 2988 个，基本消除义务
教育学校 D 级危房，惠及全省 6493 所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和 160万名在校生。

“现在我们的乡村学校，白天是最美
的地方，晚上是最亮的地方。”离开丁家沟
中心小学时，汪自仁充满诗意的语言里满
含着自豪。

“不浪费一分钱，也绝不落
下一个孩子”

——实现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
资助全覆盖

上学不花钱，每年还能拿到 2000 元
补助，有这么好的事情？

“在我们甘肃就是这样的！”丁家沟中
心小学校长田鹏说，所有学生学杂费全免，
县里为每位寄宿生每年提供生活补助
1000元，还有一年250天、每天4元的营养
餐补贴，一共2000元。只不过这笔钱全都
补给学校，由学校花在学生的学习生活上。

“这是甘肃省的土政策。”据甘肃省教

育厅厅长王嘉毅介绍，在国家标准基础
上，甘肃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普遍提高
补助水平，搭建了一套从学前教育到高等
教育的全覆盖资助体系。

记者在《甘肃省教育厅省扶贫办关于
精准扶贫教育支持计划的实施方案》中看
到，甘肃现在按照每名学生每学年 1000
元的标准，免除贫困家庭幼儿在当地接受
学前教育的保教费，所需资金由省财政和
市县财政按 6∶4比例分担。

在义务教育阶段，甘肃实行的是国家
规定的“两免一补”，每年对寄宿小学生、
初中生分别补助 1000 元、1250 元，贫困
地区、民族地区还有特殊补助。进入高中
阶段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获得每年
2000元的助学金。

从今年起，甘肃又实行省中等职业教
育全免费，并为所有全日制中职学校在校
农村学生和城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
每 年 2000 元 的 资 助 。 对 58 个 贫 困 县

（市、区）和 17 个插花型贫困县（市、区）进
入省内高职院校的贫困家庭学生，免除学
费和书本费。贫困家庭考入高职（专科）、
本科院校的学生每年能获得最高 8000
元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由政府贴息，
并提供勤工俭学机会。

这套全覆盖资助体系为数十万家庭
困难学生雪中送炭。仅 2015 年，全省就
为 50008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前儿童下达
资助资金 2800 万元，为 186515 名家庭经
济困难高中学生下达资助资金 3.73 亿
元，118550 名家庭经济困难中职学生下
达资助资金 2.371亿元。

“钱如何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我
们为全省 400 多万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
设立了教育档案，鼠标一点，每户家庭的
住址、成员情况，孩子在上幼儿园还是小
学，一目了然。”王嘉毅说。

记者在甘肃省资助中心看到了这个
精准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随机点开甘
肃省兰州市榆中县龙泉乡银川村，页面显
示全村共有贫困户 164 户、贫困人口 634
人，幼儿园1个，配备保教人员3名，小学1
所，学生 172 人、教师 17 名、桌椅 190 套、
教室 9 间，已覆盖宽带网络和班班通。页
面下方还有填表责任人姓名和联系电话。

记者又在另一个页面层层点击到一
户家庭。页面显示这家有个男孩，正在大
水子小学上五年级，已享受两免和营养
餐，没享受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
助。“应该是因为孩子是走读。”甘肃省资
助中心副主任蔡润说。

“这些数据都是各学区、学校安排教
师利用暑假，配合驻村干部逐村逐户入户
摸底，填表统计得来的。”蔡润深知这些数
据得来不易。为保证数据真实准确，各县
还安排专人对乡镇在大数据平台上录入的
信息进行审核，有问题及时反馈，确保录入
数据的准确有效。在实际工作中，利用这
些数据开展的学生资助、扶贫还要经过公
示。这既是一种宣传，让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应贷全贷”，高中助学金全覆盖等针
对建档立卡的精准扶贫政策人人尽知，也
是一种监督，保证教育扶贫精准到位，不
浪费一分钱，也绝不落下一个孩子。

动老师校长的“饭碗”
—— 教 师 区 管 校 用 实 行“ 走

教”、校长取消级别竞聘上岗

只要有钱，硬件设施的改善不是难
事，而在乡村留住教授知识的老师却是不

易，尤其是专职的音体美老师和有经验有
水平的校长，在区县学校也是紧缺资源。
为此，甘肃在兰州市西固区试点教师区管
校用实行“走教”、校长取消行政级别竞聘
上岗，取得了不错效果。

教师区管校用，是指教师编制统一集
中在区教育局，由区编办根据学校需求随
时调整，让城区富余的优质师资也有机会
去农村任教。

兰州市 28 中学美术老师张呈珠就是
首批“吃螃蟹”的人。他原是达川中学美
术老师，曾带领学生在全国科技创新大赛
上取得金奖，自己也连续 3 年被评为优秀
带队教师。28 中了解后向他抛出橄榄
枝。当时，28 中只有一个 50 多岁的美术
教师，学生的科技创新课根本开不起来。
考虑到达川中学课程已步入正轨，28 中
的平台更有利于自己传播经验，张呈珠通
过区管校用机制，顺利地来到 28 中。他
跟达川中学也保持联系，经常电话指导。
现在，两个学校在张呈珠的带动下都设立
了科技辅导基地，科学氛围日益浓厚。

“区管校用”能为学校弥补薄弱学科，
但是会不会优秀老师扎堆优质学校呢？

“绝对不会。”兰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南战军
生怕好政策被误会，他解释，教育局会在
考虑学校需求、教师意愿的总体基础上把
控调整，学校确实有需求才能调动老师，
同时要求老师必须待够 3年才能流动。

为鼓励教师向乡村流动，西固区还出
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如建立教师
农村任教经历制度，凡晋升中级职称和高
级职称的教师，必须有在农村学校任教 3
年及以上经历；根据学校位置远近，为农
村教师发放每月 300 元至 500 元的交通
费；建立农村教师岗位津贴制度，每月
200 至 400 元。由于编制灵活、政策给
力，今年有 22 名城区教师自愿报名到农
村学校任教，补上了乡村师资短板。

西固区的教师流动以鼓励为主，中小
学校长却被逼着必须交流，甚至出现了小
学“兼并”初中的怪事。这件事情就发生
在西固区的 23中。

河口镇中心学校是远近闻名的优质
小学，可对口的 23 中却是一所薄弱校。
有能力的家长在小学 4 年级就纷纷给孩
子转校，避开 23 中，低谷时 23 中全校仅
有不到 100名学生。

2014 年 10 月，河口镇中心学校与 23
中合并，小学校长石明文担任这所九年一
贯制学校的校长。小学“兼并”初中本来
就少见，更何况初中校长是科级，小学校
长却没有级别，怎么行得通？

西固区教育局局长张达介绍，2014
年起西固区取消校长行政级别，原 25 名
区管校长只保留职级层次，其工资待遇、
人事任免、考核评价均交由教育局统一管
理。同时，各中小学校长由区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根据各学校办学实际和岗位需求，
面向省内外择优选聘、竞争上岗。校长每
届聘用期为 3 年，在同一学校连续受聘满
2届的原则交流，满 3届的必须交流，让优
质校长资源辐射全区学校。

在23中，两校合并后，石明文对初中、
小学老师重新安排，优秀小学老师可以在
初中代课，还把中心学校严格的考核机制
带到了新学校，校风学风有了很大转变。
这些，附近村民都看在眼里。今年秋季开
学，片区内的小学毕业生实现全部报到。

“有竞争才有活力。”西固区委书记张
国一告诉记者，“我们还引入退出机制，对
不合格的教师、校长采取停止培训、竞聘

上岗的方式管理。”在这一思路指导下，西
固区近 3 年来公开招考选拔了 18 名优秀
教师补充到中小学副校长岗位，今年竞聘
校长 4 名、续聘校长 10 名、交流轮岗校长
18名、解聘校长 6名。

“马儿跑得好，马儿少吃
草，马儿还会挣钱花”
——利用现有资源、引入社会力量

2014 年，甘肃省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仅为 672.2亿元，全国倒数。

在人多钱少的地方当教育厅厅长，王
嘉毅恨不得把每一个钢镚儿掰着花，能改
建的绝不新建，也不贪多图全，一校一策，
缺啥补啥。所有的“改薄”信息一律在学
校门口公示，花了多少钱，买了什么东西，
学生、家长、老师一起来监督。

各个学校也想了不少省钱办法。上河
东小学每天邀请一位家长来协助做午餐，
不仅能省下一个炊事员的工资，还能让家
长了解孩子们吃得好不好。天祝县民族中
学邀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马才
成把唐卡工作室设在学校，既能为学生授
课，自己也有地方创作、展示作品。道口村
小学附属幼儿园则是通过改建行政村小学
多余校舍，附设两三个幼儿班，安排多余小
学老师接受转岗培训，既省钱又省力。

总之，在甘肃办教育，就好比既要马
儿跑得快，又要马儿少吃草。这还不算
完，王嘉毅盼望着，最好马儿自己还能挣
钱花。听起来像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是
甘肃省的教育马儿就是会自己找钱：他们
大量利用社会资金，来减轻财政负担。

在丁家沟中心小学，记者看到孩子们
的书桌背后印着“丰汇租赁有限公司捐
赠”，教室的阅读角写着“香港福幼基金会
捐赠图书”，配备了平板电脑的梦想教室
是上海梦想基金会投资25万元建设的，暑
假基金会还免费培训教师，就连学生们身
上穿的校服也是校长田鹏拉来的赞助。

“学校使用社会资金约 300 万元，占
建校资金的四分之一。”田鹏告诉记者，这
些资助信息大都来自县教育局资助中心，
那里有一些公益机构、企业的介绍、联系
方式，需要自己去对接。田鹏也已经习惯
这种方式了：“学校还缺个大功率的锅炉，
我最近再去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资源。”

“吸引社会力量，除了可以引进资金缓
解财政压力，还可以引进先进的理念、管理
模式，这正是发展教育急需的。”在介绍甘
肃教育成就时，王嘉毅也把社会资金支持
教育列入十大亮点。“甘肃通过各种渠道积
极争取外援项目，与上海华信公益基金会、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美丽园丁教育发展基
金会、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北京市西部
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甘肃省乡村教师培
训志愿者联合会等基金会、社会团体建立
了长期合作关系，定期为我省培训中小学
教师。”王嘉毅算过，每年支持甘肃教育的
社会资金不低于5000万元。

“这些钱全部用于改善学校条件或教
师培训。”王嘉毅很感谢社会力量的参与，
为此，今年教师节，甘肃省政府设立了 10
个“支持乡村教师特别贡献奖”，专门表彰
支持甘肃教育公益机构。

甘肃的教育扶贫工作同样得到了公
众的认可。2014年，兰州大学教育学院院
长李硕豪对968名义务阶段在读学生家长
进行满意度调查，结果 87.3%的被调查者
表示很满意或者满意，对政府履行义务教
育职责状况评满意的比例达89.7%。

穷地方也有富教育

佘

颖

在丁家沟中心小学的梦想课堂，企业捐赠的平板电脑授课设备和课程，让孩子们看到外面的世界。

兰州 28 中的创新教室里，老师正在演示学生们

制作的机器人。这所学校通过教师区管校用机制引

进了一名科学美术老师，加强了科学学科。

上河东小学的厨房里，炊事员掀起锅盖，展示当

天的午饭：白菜土豆肉炖粉条，配玉米面窝窝头。

会宁县新添堡回族乡道口村小学附属幼儿园的

孩子们正在玩玩具，屋子里烧着炉子，很暖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