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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教育已基本解决了‘有学上’的
问题，步入了‘上好学’新的历史阶段，实现
了从人口大省到教育大省的历史性转变，正
处在‘由大变强’的关键时期。 ”9月 15日，湖
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湖南省委教育
工委书记肖国安细数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
教育改革发展主要成就时激动不已。

肖国安介绍，目前湖南共有各级各类学
校 2.7 万所，教育总规模位居全国第 7 位；学
前教育 3年毛入学率为 77.98%，义务教育年
均巩固率为 99.95%，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
90.6%，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43%，均高出全
国平均水平；教育发展总体水平位居全国前
列，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和中职改革发
展示范校，高校国家重点学科、国家级教学
名师和教学团队、科技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
等重要指标均保持全国前 10 位， 有的还进
入全国前 5 位；高校毕业生离校就业率连续

7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推动各级

各类教育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优结构、更
为协调地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对‘更好的教
育’的期盼和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多层次
多样化需求。 ”肖国安说。

为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缩
小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的差距，近
年来，湖南实施了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机制， 实行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全
面取消了普通高中招收择校生政策，对符合
政策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就学做到了“零拒
绝”；深入实施“阳光高考”，不断规范高考加
分政策， 取消了所有奖励类高考加分项目；
实施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积极推进随班就
读、送教上门、医教结合等试点工作，特殊教
育三类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 90%。

湖南素有“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近年
来教育改革也实现了新的突破。 2016 年 3
月，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湖南省
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 这是该领

域全国首部省级层面的法规；全面推进中小
学教育教学改革，建设了 5 个国家级中小学
教育改革试验区；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制定了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总体方案、高考综
合改革方案以及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等配套文件， 将从 2018 年高一
新生启动实施；推进义务教育校长和教师轮
岗交流改革试点，实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和定期注册制度改革；在全国率先下放普通
高校职称评审权， 今年已全部下放到位；在
全国率先实行县级政府职业教育工作督导
评估， 率先建立覆盖全省的督学责任区，率
先实施“在线督导”与“现场督导”相结合的
督学新模式；深化教育国际交流，设立“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生奖学金，在湘留学生
规模稳步增长，连续 9 年举办“汉语桥”世界
大学生中文比赛，荣获全国“孔子学院先进
中方合作机构”称号。 （下转 02 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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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实现人口大省向教育大省转变
从“有学上”步入“上好学”———

本报记者 杨雨晴
通讯员 杜杰

打开手机 APP， 点击
“写诗”图标，在对话框中输
入“藏头诗”，再输入自己的
姓名，即可获取为你私人订
制的藏头诗…… 9 月 18
日， 湖南科技馆内的百度
（长沙）创新中心展位前，不
少路人被这款名为“度秘”
的人工智能助手吸引，纷纷
跃跃欲试。

作为 2017 年全国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简称
“双创”）湖南分会场的重要
活动之一，“双创”新成果展
于 9月 15日至 18日在湖南
科技馆举行。“多功能货物
运输平台”“智能拐杖”“木
质自行车”“高阻隔防紫外
线膜”“智慧酒店系统”等
110多项高科技产品登台亮相，给湖南人民带
来了一场酷炫的科技盛宴。

一块像巧克力蛋糕的土壤吸引了记者的
注意。“垒土是一种以秸秆、棉花秆等废弃物
为原料，通过杀菌工艺压制成的一种高通气
性、高保湿型、较强排水性、固化成形的土
壤。 ”湖南尚佳绿色环境有限公司销售经理
黄石溪告诉记者，植物在浇水施肥时土壤容
易流失或板结，这种垒土让植物的生长变得
稳定，在城市修补、生态修复、家庭园艺、土
木建筑栽培领域大有作为。 据介绍，该技术
已在日本冈山、大阪、东京等城市得到广泛
应用。

像湖南尚佳绿色环境这样的高科技创业
公司有很多， 涉及生物技术、 新一代信息技
术、智能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现代农业
等领域，凝结着创业者的智慧与勇气，为人们
的生活提供便利。

“双创”活动周自然少不了专家对科技革
命的解读和产业变革前沿领域的把脉。 在 9
月 15 日上午举行的“把握新科技革命突破
口，加快推进创新引领发展”主题论坛上，中
国工程院院士桂卫华、周宏灏等专家就“智能
制造与知识自动化”“医疗创新-智慧医疗”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大数据系统建设与应用”
“创新引领-有色金属循环发展之路” 进行了
分享和探讨， 进一步激发了社会各界对创新
创业的热情与活力。本报记者 付康松

9月的长沙，风轻云淡，通往湖南中医药
大学的象嘴路上的草儿一半青一半黄，空气
里隐约飘着桂花初绽的香气， 清爽温暖，正
如记者采访的这位老师。

他叫刘伟，35 岁，湖南中医药大学管理
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负
责人，学生心中的“男神老师”。 3 年时间
里， 他做了很多在别人看来很有成就的事
情： 前不久他带领学生第二次斩获国家级
大赛一等奖；2015 年获湖南省首届“我最喜
爱的青年教师”最具学识奖；指导该校学生
参加各项学科竞赛获省部级以上奖项 40
多项。

最近， 刘伟拒绝了一份百万年薪的工
作。 刘伟说：“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我有教师
情结，我的父母、爱人都是教师，我很喜欢跟
学生在一起，看着学生成长成才，那种快乐，
不是钱可以买得到的。 ”

“刘老师在你们心中是怎样的人？ ”记者
将这个问题抛给了学生。 姜怀琛同学说：“刘

老师是那种凌晨两点半都会及时回复信息
的人”；彭涛同学说：“刷题、写代码是很枯燥
的， 而且我们去参赛时要去和强校竞争，压
力大，老师总是适时帮我们疏导”……

就在同学们争先恐后地说着刘伟的
“好”时，李楠同学在一旁哽咽起来：“我们
之前一直不知道老师为我们付出了这么
多……” 刘伟带他们去杭州参赛期间，刘
伟的外公过世，他强忍悲伤，一直坚持到赛
事结束。

对家人，刘伟心有愧疚：“这几年，因工
作与爱人两地分居，孩子才 4岁……”

当然，刘伟修炼成男神的路并不是一帆
风顺的。 刘伟来湖南中医药大学任教的第一
年，带学生去参赛，什么奖都没拿到，大家都
很难过。 但刘伟没有想到的是，为了安慰他，
学生竟然制作了很多真情卡片送给他。 那一
瞬间，刘伟的泪水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刘伟在教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教
学自有一套。 刘伟认为，教学首先要有激情、
要专注。 刘伟笑言，他每天最专注的时刻有
两个，一是站在讲台上，二是开车。 其次，上

课要有自己的风格。 他喜欢采用任务驱动、
实例驱动、项目驱动来教学。 比如，今天学了
这些东西，能解决什么问题。 再者，教学要做
总结，要借鉴经验。 现在学生都可上网观课，
以后大学老师肯定要转型。 此外，学校对老
师的教学工作的支持也非常重要。 ”

记者在他的博客日志《写给我所有的学
生》一文中窥见了他的宽阔胸怀：“很高兴你
选择了软件行业，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行
业，一个让你能够实现理想却又令你无数次
沮丧的行业，一个让你从好奇到喜欢到讨厌
到钟爱的行业，一个可以展示你的聪明才智
却又时常怀疑自己能力的行业，一个让你变
得更加成熟和勇敢的行业。 ”

每一位老师都希望成为学生心目中的
好老师， 都希望成为一束照亮学生前行的
光。 刘伟在勤勉的修炼中变成了一束光，明
亮而皎洁，照亮学生前行。

“我们的老师是男神”
———湖南中医药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负责人刘伟素描

学写“人” 学做人
9 月 15 日，在永州市零陵区中山路小学的开学典礼

上，一年级的学生身着汉服，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了古韵
飘香的入学仪式。 入学仪式分为“自正衣冠”“朱砂启智”
“击鼓明志”“启蒙描红”“敬茶亲师”等环节，让学生们迈
出勤奋好学、尊师尽孝的第一步。 学生和家长们一起手握
毛笔，在宣纸上写上了一个大大的“人”，寓意着在人生的
启蒙阶段，学会做人是很重要的。

杨情陆 高俊 陶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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