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教育系统对学生
的安全工作十分重视， 您一直
心系学生安全， 为编织校园安
全网做了很多工作。 我省作为
民办教育大省， 如何提升民办
学校师生的安全意识？

唐之享： 目前全国有民办
教育学校 15万多所，其中湖南
有 1.1 万多所。 我省民办教育
已形成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
育、 从学历教育到非学历教育
的多元化和全覆盖的格局，成
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
关注度与影响力一路攀升。

校园净土不出隐患是社会
各界人士的共同期盼， 为此各
级各类民办学校将安全工作作
为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内
容之一，并坚持“积极预防和科学预防”的工作
原则，把开展安全教育、提高师生的安全意识、
防灾意识和应急逃生与自救能力， 以及学校应
对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 作为安全工作的重中
之重， 进一步增强校园安全工作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

同时，社会各界也积极关注与参与，促进学
校安全健康发展， 湖南省紧急救援协会成立中
小学生安全教育工作部， 旨在为更多的学校和
老师提供安全方面的知识与培训。 在开展日常
安全教育与培训、开展紧急疏散演练、编制公共
安全教育教材和安全知识科普读物等方面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 邀请专业人员深入学校指导师
生开展安全演练活动， 潜移默化地引导师生关
注并重视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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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贷亟需戴上“安全帽”

大学排行榜扎堆发布

各榜单究竟啥来头

为安全用心行动·访谈篇

湖南省紧急救援协会 用心教育
湖南省民办教育协会 科教新报主办：

本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湘舟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湖南省扶贫攻
坚的主战场，无论经济还是教育都相对滞后。
但当地党委、政府对教育的重视是高看一层，
厚爱一分，把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改善教
育民生的重要工程， 湘西州委、 州政府从
2015 年起实施的教育“四大工程”即城镇学
校班额均衡化工程、农村学校标准化工程、城
乡教育信息化工程、教师队伍素质提升工程，
被湖南省教育厅评为 2015 年度全省市州教
育工作创新（特色）项目，其项目经验为其他
经济欠发达市州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提供了
有益的蓝本。

经济欠发达的湘西自治州， 决定用 3年
左右时间，规划投入 37 亿元，努力实现全州
各类中小学学校在办学条件、师资水平、生源
分布等方面基本均衡，切实提升教育水平，全
力促进教育公平。 这在湘西自治州教育改革
发展历程中，是前所未有的“大手笔”。

湘西自治州是怎样让资金投入到位的？
优化教育经费分配机制、多渠道筹措教

育经费， 对规划使用的 37 亿元教育经费打
捆使用，并在规划、审批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州本级财政每年安排教育信息化专项资金
500 万元用于州本级学校信息化建设，各

县、市均设立教育信息化专项资金。 按教师
工资总额的 2.5%比例落实教师培训经费，
高于省定 1.5%比例 1 个百分点；州、县两级
将名师工作室专项工作经费和骨干教师特
殊津贴纳入财政预算。 同时，大胆探索建立
多元化投融资方式，争取外援项目和社会力
量办学，采取 PPP 等特许融资模式，调动社
会力量办教育的积极性。 如凤凰县计划 3年
投入 16 亿元，无偿划拨教育用地 600 亩；湘
西经开区计划新建 1 所高中、1 所初中、2 所
小学、4所公办幼儿园；吉首市计划新建高级
中学、第九小学，将原技工学校、财会学校改
造成小学和初中；龙山县计划投入资金 6 亿
元，新建华塘教体中心。

湘西自治州还牢牢把握住了作为国家
西部大开发、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
坚先行先试地区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湘西
自治州作为全省唯一的少数民族自治州、大
湘西地区开发重点地区和扶贫攻坚主战场
的战略优势，把西部开发政策、武陵山片区
政策、民族政策、省政府对湘西自治州专项
资金切块政策、 精准扶贫政策等争取到位、
用好用足，成功申报了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薄
弱县普通高中建设专项、“全面改薄” 项目、
支持学前教育发展项目、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等 10 余个教育重大项目， 争取到位中央及
省级资金 14亿元。

精心谋划布局，协同推进“四大工程”深
入实施。 湘西自治州把城镇中小学建设纳入
州、县新型城镇化建设总体规划，加快城镇
中小学建设， 并按国家规定确保学校用地、
建设资金、人员编制等落到实处。 对城市新
建小区和开发区未同步规划、建设中小学校
的，及时督促整改到位。 统计数据显示，2015
年，湘西自治州的“四大工程”实际完成投资
12.8亿元，全州学校 Ｄ 级危房和“大通铺”现
象全面消除，惠及了教育民生，逐步促进了
教育公平。 在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步
伐、以信息化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方面，去年，
湘西自治州乡镇及以上学校教育信息化“三
通两平台”建设基本完成，教学点基本实现
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

解决教师配置的问题， 湘西自治州在
“四大工程”实施过程中积极探索创新机制，
大力开展全员培训提升素质，提高农村教师
经济、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建立对口帮扶、
集团化办学、捆绑式办学，优质学校向薄弱
学校提供管理、指导、服务等一系列制度，推
行县域内教师打破校籍、合理流动，推动区
域内师资均衡配置。 全州八县市偏远学校农
村教师人才津贴均在省定每人每月 700 元
基础上提标至 1200 元以上， 部分县市达到
1400元，湘西自治州乡村老师安心从教的信
心更加坚定。

本报记者 胡荧

刚刚结束的 3 月，洽味
蜂蜜在长沙各大学校园内
掀起了一股热潮。 洽味蜂蜜
创始人———80 后男孩刘松
（见右图） 和他的团队组织
开展了洽味杯公益创业营
销大赛， 这次活动吸引了
1000多名大学生参加，他们
在卖最纯正的蜂蜜的同时，
也向大家科普蜂蜜知识。

刘松介绍，开展这次活动目的很纯粹：一是
机会，给那些想要创业的大学生搭建一个平台；
二是公益， 洽味每卖出一瓶蜂蜜将向滴水思助
学基金捐助 0.1 元；三是推广，这次活动能给洽
味带来很好的美誉度和知名度。

“借着一扇窗口打开了一个世界”， 采访中，
刘松反复强调，这句话也能解释他为什么会选择
做蜂蜜。 刘松从小和常德老家的蜂农相处，喝着
蜂蜜长大， 邻居卿伯伯是一个老蜂农，30年来，
他带着 200 箱 550 万只蜜蜂，栉风沐雨、走南闯
北，只为追逐花期、酿制蜂蜜。“我也要当蜂农，酿
最甜最纯的蜂蜜。 ”年少的刘松告诉卿伯伯。

对刘松来说， 或许当时的想法只是一种冲
动，真正将想法付诸实践是在大学时期。 一次逛
商场时，刘松发现市场上很难买到纯正的原蜜，
于是， 他有意识地从家乡带来一些蜂蜜给同学
品尝，并获得了很好的评价。 有地道的货源，再
加上自己学设计出身， 刘松决定把老家蜂农的
纯正蜂蜜资源盘活。 他的创业想法得到了 12位
小伙伴的认可，他筹到资金 13 万元，于 2014 年
7月成立了长沙市敬味食坊生态农业科技公司。
之后，大伙儿便一股脑地扎进了蜂蜜事业里。

让人意外的是，为了全
身心地投入到这份事业中，
刘松向湖南大学申请推迟
研究生毕业。 期间，他深入
养蜂场， 体验蜂场生活，学
习蜂蜜制作过程，并拜湖南
农业大学养蜂专家刘劲军
为师，系统学习蜂蜜知识。

从创业至今，为寻找最
好的蜜源， 刘松辗转国内
10 多个省份， 并与 100 多

户蜂农家庭组成了洽味蜂业合作社。 有些地方
地处偏远，为了节省路费，摩托车甚至牛车成
了刘松的交通工具， 睡在野外更是常有的事
情。 当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可他却笑着说：“当
你看到成片的花海时， 一切辛苦都不值得一
提，因为这些美景是在钢筋水泥的城市中体验
不到的。 ”

“互联网+品质蜂蜜”给刘松带来了可观的
收益。“现在订单接到手软，像以前一个月只有
一两千的收入， 现在一天就有一两万的销售
额。 ”刘松说，目前，洽味蜂蜜冲击到了淘宝网上
蜂蜜类目的第二了。

每个地方的蜜源植物开花时间不同。 从今
年 1月开始，刘松、蜂农和摄影爱好者 3 人结伴
远赴云南、新疆、内蒙古、陕西等地追花逐蜜，并
拍摄蜂农纪录片。 为了记录下蜂农最真实的状
态， 刘松与蜂农同吃同住， 养蜂人的生活很辛
苦，刘松还特意帮养蜂人拍了全家福。

前不久， 刘松和他的创业故事被湖南省就
业指导中心推荐到全国就业指导中心组织开展
的“奋斗·青春”———大学生创业就业人物宣传
报道活动中，湖南省只有两个名额。这对刘松来
说，是一次莫大的肯定，也是一次巨大的鞭策。

教育均衡发展看自治州

追花逐蜜，打造甜美事业
———记 80 后刘松和他的洽味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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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嘉宾 唐之享（湖南省人大
常委会原副主任、 湖南省政府
原副省长、 湖南省民办教育协
会会长、 湖南省紧急救援协会
名誉会长）

花垣县地处湖南西部，是一个
比较落后的农业县，她没有值得世
人称道的风景名胜，也没有值得骄
傲的大型工业企业，其教育在湖南
省也谈不上先进。然而就在这样一
个边陲小县城，就在这样一个落后
的湘西大山里，却留下了共和国第
五任总理朱镕基，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教授唐德刚、中国科学院院士刘
赓麟、中国工程院院士肖纪美等优
秀社会贤达和社会精英的身影，这
不能不说是教育界的一个奇迹。

今天， 这个奇迹依然在延续
着，这就是花垣县民族中学，他们
用先辈们铺就的教育之路，迎着世
界教育的大潮，培养着共和国下一
代的栋梁之才。

花垣县民族中学的经验告诉
我们： 教育的目的必须体现“三
为”，即为学生的有效学习而教，为
学生终身发展而教，为学校快速发
展而教。 一个善教善研善管的校
长，必能带领团队在新一轮的课改
浪潮中，拼智慧，拼方法，拼自信，
最终拼的是定力。花垣县民族中学
大门口有一副对联，“怕吃苦怕耐
烦怕流汗莫入此门，图轻松图自在
图享受另寻他处。 ”这是花垣县民
族中学校长唐冰军自拟的对联，语
境中阐述了他的铮铮誓言，横下一
条心，一鼓作气，把花垣县民族中
学办成在湖南西部地区的一流名
校……

抒写边城教育
新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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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地道中国故事
首位获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作家曹文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