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
湖南省人社厅党组书记、 厅长贺安杰 10 月

31 日在湖南省委第十次党代会以来人社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透露，5 年来，湖南 150 多万高校毕业
生就业保持稳定，初次就业签约率达 80%以上，离
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年度就业服务率保持在 95%
以上。

40
10月 27日，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发布《中央高

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管理办法》。《办法》提出，基本
科研业务费用于重点支持 40 周岁以下青年教师
提升基本科研能力， 支持在校优秀学生提升科研
创新能力，支持优秀创新团队建设，开展多学科交
叉的基础性、支撑性和战略性研究，加强科技基础
性工作。

60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10 月 31 日公布的一份报

告显示， 目前大约有 3 亿儿童生活的地区室外空
气受到了严重污染。该基金会表示，空气污染是每
年导致近 60 万名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一个主要
因素， 而且这还在持续威胁着数百万儿童的生存
与未来。 根据卫星图像可以确定，大约 20 亿儿童
生活区域的室外空气污染程度高于世界卫生组织
公布的空气质量最低标准。

陆嘉琪/整理

本报记者杨元崇
通讯员 周智敏 张建辉 向碧波 杨自健

沿武陵山脉向东， 汽车穿越在青山绿水
之间，透过车窗，富有民族特色的教学楼不时
映入眼帘，琅琅读书声久久回荡耳际。

司机提醒，进入湘西自治州地界了。 话
音刚落，记者立马想到“精准扶贫”一词。 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 11 月 3 日在湘西自治
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调研时提出的。“精准扶贫”
的宏音犹如一针振奋剂，鼓舞着湘西自治州人
民脱贫的步伐。

湘西自治州 8县市中，7 个为国家级贫困
县，1个为省级贫困县， 农民人均纯收入远远
低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属典型的“老、少、
边、山、库、穷”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教育
基础相对薄弱， 贫困学生占在校学生总数近
“半壁江山”。

湘西自治州党委、政府意识到要甩掉“贫
困”的帽子，首先得靠人才兴州。 在 2016 年 2
月 25 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实施教育发展脱贫工程，实施贫困生资助
全覆盖， 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适龄青少年儿
童全员实行学前至高中阶段 15年免费教育。

建档立卡家庭的孩子每年可以获得
1000—2500元的生活补助，对本科、专科大学
新生分别发放不低于 5000 元、3000 元的一次
性资助，继续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确保
贫困家庭学生顺利入学、安心上学。

湘西自治州“两会”落幕后，花垣县、泸溪
县、 龙山县等 8 县市先后构建贫困学生资助
全覆盖联动机制，推进教育精准扶贫。

今年 5 月 11 日，花垣县率先对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及城乡低保户子女实施 15 年免费
教育。 该县整合各教育阶段的补助资金，超出
国家补助标准部分资金由县财政予以补贴，
全县 1 万多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和城乡低保适
龄儿童少年，每年共补助 3400多万元。

10月 28日，泸溪县第一中学高三学生谭
凌宵拿到自己的贫困学生生活费补助卡，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谭凌宵是一名建档立卡贫困学

生，今年他总共获得了 3600元贫困资助，其中
减免学费 1600元， 贫困生活费补贴 2000元。
像谭凌宵这样的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该县共有
10160人，全年 2049.05 万元生活补助已于 10
月底前全部发放到位。

在推进教育精准扶贫过程中，泸溪、龙山、
凤凰、古丈 4县的做法值得点赞。 2009 年，泸
溪县作为全省 14个试点县之一，按应贷尽贷、
应助尽助原则，办理贫困大学生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并结合诚信教育督促借贷学子积极还
款，近几年来，泸溪实现还贷“零违约”。

龙山县教体局重点对全县 3 所高中、4 所
中职学校的资助工作人员进行生源地信用助
学贷款预申请业务专门培训，采取流水作业和

“5加 2，白加黑”连续作战的工作方式，今年为
1767名大学生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 1309.6万
元，解决了贫困大学生入学难题。

“立足湘西实际， 不断开拓创新，
努力实现‘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
助水平， 让每个学生都成为有用之
才’”是湘西州学生资助工作不变的宗

旨。 凤凰、龙山两县提高了贫困大学新生资助
标准。 凤凰县将本、专科贫困大学新生一次性
资助分别提升至 6000元和 4000元。龙山县将
贫困大学专科新生一次性资助提升至 4000
元。 古丈县扩大资助范围，将生活补助资助对
象由建档立卡户和城乡低保户贫困家庭子女，
扩大至该县所有农村户籍在本县就读的学生。

截至 11 月 2 日记者发稿，湘西自治州已
发放资助全覆盖资金 1.2 亿元， 惠及 10.8 万
名贫困学生；投入资金 2495.1 万元完成 5869
名贫困大学新生帮扶； 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 1.005亿元，惠及 12975名大学生。

“教育精准扶贫”在湘西自治州是一个伟
大的承诺，它将承载起这里的希望与荣光！

11月 2 日正午，记者启程回长沙，汽车穿
梭一个又一个隧道，房子、梯田、孩子，渐行渐
远，穿透大山的读书声不绝于耳……

数 读

责编：郭映红 余娅 版式：谭笔耕 责校：钟智勇寻找三湘最美教师
湖南新闻奖名专栏

传递智慧 超越梦想

2016 年 11 月 3日 星期四
丙申年十月初四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管 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主办 2016 年第 43 期 总第 2128 期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44 邮发代号 41-8 新闻热线 0731-88317950 http://epaper.voc.com.cn/kjxb/

科教新报

系列报道践行两学一做
办人民满意教育

（下转 02 版）

邮发代号：41-8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政订阅服务热线：11185
发行热线：0731-88317919

全年订价
99元

零售价
2元 /份

《科教新报》欢迎订阅 2017 年

本报记者 余娅

音乐响起， 大红
幕布拉开，“变脸王”
刘现宾（见右图）站在
舞台中央，黑袍花脸，
气宇轩昂。 他把长袖
往脸前一挥， 毫秒之
间， 已经换了一副脸
谱。5分 10秒，刘现宾
一边唱念坐打， 一边
变换了 9 张脸谱，台
下的男女老少个个目
不转睛，赞叹连连。

靠着川剧“变脸”和变魔术的手艺，33 岁
的刘现宾已经在长沙闯荡了 8年。 8年前，在
河北老家一次观看“变脸”的机缘改变了他的
生活。 舞台的魅力让 26 岁的刘现宾深受震
撼，他下定决心辞去工作，拜师学艺。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一年多的时间，刘现
宾苦练功夫，把变脸、变魔术的功力练得滚瓜
烂熟。 2008 年夏天，刘现宾带着“吃饭”的家
当———几箱道具、戏服，和 2 个伙伴一起来到
长沙， 他们在岳麓区大学城附近租下场地，成
立了长沙天宇魔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刘现宾
当艺人，也做老板 。

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刘现宾一两个月
没有接到“活”，只能赔本赚吆喝，为商家提供
免费演出，在一家商场的开业庆典上，刘现宾
忐忑地开始了长沙“首演”。老百姓都是爱热闹
的，加上没近距离看过“变脸”，才开演，路人便
乌压压围了上来，看到精彩之处，观众鼓起掌
喝起彩，刘现宾的“首秀”算是打响了名气。

此后，“变脸王”邀约不断，婚礼寿宴、商业
庆典、公司年会……最多时一个星期跑 30多场
演出，还来不及卸妆就得辗转他处，继续登台。

肖 奶 奶 90 大
寿，满堂儿孙想让老
人乐一乐。 刘现宾把
表演移下舞台，让老
寿星亲自摸一摸脸
谱， 他乘机把脸一
变，老人家顿时乐开
了花。

王先生想要送女
儿一份生日惊喜，请
来刘现宾。 刘现宾穿
戴成小丑的模样，藏
在门后， 等到小女孩
开门， 他做着夸张的

表情出现，从身后变出礼物，小女孩又惊又喜。
刘现宾对自己要求严格，只要有空就琢磨

演技。 作为长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
会员，他觉得有义务“弘扬传统曲艺文化”。

刘现宾的表演没有固定的套路， 也没有
限定的时长，他喜欢即兴发挥，乐于和观众互
动。“衣服都被扯破过几次。 ”刘现宾笑道，变
魔术时我在衣兜里藏着气球，变一个出来，折
成小猫小狗的样子，小孩子都跳到台上来抢。
今年 8 月份， 他参加宁乡一所幼儿园的开园
仪式，一上午折了 200多个气球。

8年来，刘现宾几乎走遍了全省各地。 不
久前， 他跟着部队到偏远地区的营地慰问演
出。 从长沙的岳麓山顶到桂林的高山营区，跋
山涉水，舟车劳顿，但只要上台表演，他就会
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使出浑身解数。 在他看
来：“官兵们坚守山区，保家卫国，能为他们送
上快乐，挺自豪的。 ”

刘现宾的身上有一股子北方人的豪爽豁
达，他把每一次演出看作一趟旅行，结识不同
的人，见识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别人看戏，他
看世界，戏里戏外，快意江湖。

戏里戏外江湖路
———“变脸王” 刘现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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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荧
通讯员 李新春 伍克飞

秋末冬初， 丝丝寒意
袭来。 10月 31日，祁阳县
文富市镇白茅滩完小的孩
子正在做早操，90 后姑娘
何晨站在队伍最前面领操，
神采奕奕。 老师们说，她是
祁阳县最年轻的小学校长。

2012 年 8 月，21 岁的
何晨成为文富市镇忠诚完
小的一名特岗老师。 这所
学校没有围墙， 没有运动
设施， 下雨时教室还会漏
水，办公室白天办公，晚上
住宿。这里什么都缺，最缺
的是老师， 何晨接下了繁
重的教学任务， 任教一二
年级语文， 并担任一年级
的班主任。

一年级的学生不好
带，告状的、哭闹的、打架
的此起彼伏。第一天下来，
何晨累得腰酸背痛。 晚上
躺在床上， 眼泪不争气地
往外流。“这样值得吗？”何
晨问自己。 当初选择这份
职业时， 同为教师的父母
曾劝过她“教书是件累人

的差事”，何晨坚持自己的选择，她知
道山里孩子对知识的渴望，因为她也
是山里走出来的孩子。

既然选择了就要勇往直前。课堂
上，她带着孩子们一遍又一遍地读着

“a、o、e”，孩子们的字写得像蚯蚓，她
抓着学生的手一笔一画地纠正。课堂
下，她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给孩子
们讲故事，俨然一位邻家大姐姐。

8090 创客的故事
湖 南 省 科 技 厅 协 办

武陵山中多俊彦
———湘西自治州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享受 15年免费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