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距资兴县城 50 多公里的州门司镇中
心完小乡村青少年宫， 记者看到孩子们正在
舞蹈室里翩翩起舞；电脑绘画课上，一张张精
美的图画通过他们之手正在形成； 学跆拳道
的孩子们正热火朝天的训练； 隔壁的教室正
飘来悠扬的葫芦丝乐曲……

每周两节的社团活动课是孩子们最盼望
的时间，象棋、手工制作、乐器、合唱团、舞蹈、
电脑绘画等学校少年宫开设的这些社团活
动，让农村孩子享受到了艺术之美。

留守儿童是农村学校的普遍现象， 关爱
留守儿童势在必行，州门司完小建有“温馨之
家”，关爱留守儿童，通过“天翼想家”可以为
想家的孩子与家长视频，感受温馨，安心快乐
学习。

色彩鲜明的教室、功能齐全的实验室、标
准化的操场跑道， 记者眼里的这所农村中心
小学与城区学校不分伯仲。 接孩子放学的王
奶奶回忆，“学校边之前有条小河， 还有一条
通组公路穿校而过，校园连围墙都没有。 ”

今非昔比的校园环境， 得益于近年资兴
市委、市政府对学校的提质改造工程。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该市先后两次乡镇
区划调整，乡镇（街道）由原来的 28 个调整为

13 个。 坚持“撤乡不撤校”原则，47 所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62个教学点一个都没有撤，并提
质建成为省合格学校， 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在
家门口“上好学”。近五年共投入 19.24亿元用
于教育发展，重点改善边远山区、东江库区、
采煤矿区的薄弱学校。

教师周转房里，统一配备的卧室用品、炊
具、 取暖炉等用品， 让农村教师实现拎包入
住。 兴宁中学教师卢荣回忆他在最初的学校
宿舍时，动情地说：“我经历了学校三任宿舍，
第一次住的房子只有 5 平方米， 黄土地面遇
上梅雨季房间里会拱起小土包， 常常是外面
下大雨，房里下小雨。 后来换的宿舍不漏雨，
洗脸仍要跑到食堂去打水， 上厕所要走近百
米。 ”卢荣一脸幸福向记者展示他现在住的教
师周转房，“不仅是带阳台、卫生间的套房，连
厨房设备、席梦思、床品都是统一配置。 ”

“我们坚持政策资源向乡村教师倾斜，
形成了教师有尊严、有地位，愿意到农村基
层从教的良好导向。 ”资兴市教育局负责人
介绍。 要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师资是关键
的一环，资兴始终让农村教师待遇高于公务
员，采取了保障待遇向农村教师倾斜等一系
列举措。

今年 49 岁的杨水冰去年通过评定，取得
了高级职称，“现在政策好， 我们农村教师机
会更多了。 ”记者采访得知，该县在教师评先
评优、职称职定等方面向农村学校倾斜，农村
学校教师评先评优指标比城区学校提高
10%。 资兴特殊教育学校校长薛宏军告诉记
者，该校 45 个教师，其中高级职称有 11 人。
除此之外，资兴市财政保障农村教师津贴、山
区人才津贴、班主任津贴，同岗位乡村教师比
城区教师每月多 1000余元。

资兴市四完小教师徐露本学期在州门司
镇中小学支教，“现在城区学校与农村学校可
以通过班班通、堂堂网、一体机同上一堂课，
所有的教学资源都是共享的。 ”徐露说。 城乡
教育一体格局中最关键的人才配备在多措并
举的保障中，越来越多的城区教师向乡村“回
流”，免费师范生、特岗教师等服务期满后主
动留任率达 87.5%。

今秋开学， 资兴市三完小六年级 2 班的
袁子杰、3班的袁淇泰顺利入读了“家门口”的
学校，此前，家长为了让孩子接受更优质的教
育，将他们送到位于郴州市的金海学校就读。

“以前孩子在郴州市读书， 每周才能回来一
次，现在家门口同样可以享受优质的教育，当

然放心地让孩子回来读。 ”袁子杰家长说。
资兴市三完小校长王辉介绍， 近几年，

像袁子杰、袁淇泰一样的“回流”学生每年都
在增加。 校园环境好了，教师队伍齐了，教学
质量高了，不仅片区的孩子愿意来，还吸引
了片区外的不少孩子来就读。 从 2014 年的 6
个教学班到今年的 38 个班， 这所村小实现
了华丽变身。 王辉告诉记者，“以前学校门口
没有公交线路，来读书的孩子多了，市里特
意协调了两条公交线路每天中午和下午接
送放学的孩子。 ”

让每个孩子都“上好学”，家长才“放得
心”。 资兴特殊教育学校有 220 名特殊的孩
子，在学校的情景教室，老师们耐心地教孩子
们体验超市购物、银行取款、医院就医等实操
性生活技能。 校长薛宏军介绍，借城乡教育一
体化的东风，近年来，学校新建了康复大楼、
新增了感统训练室、互动多媒体室、图形操作
室等专用康复室， 让特殊的孩子也能享受到
优质的教育。

资兴市国土面积 80%以上是山区、库区，
人口 38 万，地广人稀，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具有很大的困难和挑战， 但资兴教育
人克服万难，抓住“痛点”， 打造了城乡教育
一体化的资兴样本， 为城乡孩子构建了同一
起跑线。

资兴三完小新少年队员入队宣誓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职
业教育要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
合作。

桂阳县职业技术教育学校
（简称桂阳职校）作为一所“国
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湖南
省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近年
来通过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培
养专业素养高、 技能强的新时
代“工匠”，令职业教育在桂阳
展现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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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行桂阳县城骏马大道， 路旁一所规划
大气的校园先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整齐的校
舍、宽阔的校园、壮观的实训楼……桂阳职业
技术教育学校新校区便坐落于此。

该校校长吴平文介绍：“学校目前有全日
制学生 3800 余名，成人在读学员 1000 余人，
教职人员 200多人。 ”一所中职学校有如此规
模， 足以表明当地百姓对职业教育的高认可
度。

记者难以想象， 这所大规模的中职学校
早前学生数竟然不到 200 人。“以前每年暑
假，老师们都要下乡招生，现在每年都有上了
普高线的学生主动来读职中。 ”该校工会主席
彭招建一脸自豪地告诉记者， 近年学生就业
率高，对口高考升学率也逐年上升，越来越多
的学生主动选择读职校。

该校今年通过对口高考以 549 分的成绩
进入高校深造的李梦洁，到桂阳职校时的中
考成绩只有 300 多分。 对于选择读职校，李
梦洁的家长表示，“这步棋走对了！ 以前根本
没有想到孩子读职校也能考上大学，读职校
既能学技术， 又能学知识， 还能上大学真
好！ ”

桂阳市民孙大爷仍记得刚装有线电视那
会，家里信号老不好，看电视总断断续续，一
天要打几个投诉电话，十分恼火。“连广播局
的技术人员都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桂阳职校
老师带着一帮学生给解决好了。 ”孙大爷向桂
阳职校电子技术班的师生竖起大拇指。 因为
信号达不到均衡， 广播局请桂阳职校电子技
术专业教师魏伟和学生帮忙调适。 花了一周
时间，他们对信号分支器、分配器、放大器进
行反复调适，解决问题，得到了广播局和市民
的好评。

电子技术班至今仍是学校的王牌专业，
目前，该专业学生就达到 1100余人。 2013年，
该校电子技术应用专业列为省示范性特色专
业，2015年，电子信息专业群列为省示范性特
色专业群。

除此之外， 该校还依托市场需求新开了
一批特色专业，高铁通信与控制、工业机器人
等也成为学生热捧的专业。

“学的东西用得到，出去不怕没事做。 ”家
长和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更高了， 越来
越多的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到职校， 老师再也
不用下乡招生了。 如今，行政办公楼空余的办
公室里都住满了学生。

在学校的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 记者
见到从企业派来的师傅正带着两名学生检查
操作成果。 从设计编程到上料、制板、焊接，整
套 SMT(表面贴装技术)工序与企业生产工序
完全一致。 这条由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建

成的生产线，设置的 SMT 瑞欣特高端技术贴
片班集结了学校对该技术感兴趣的 40 余名
优秀学生。

来自东莞瑞欣特公司的企业工程师陈贵
君担任 SMT 瑞欣特高端技术贴片班学生的
日常授课。“在工厂带的是员工，在学校带的
是学生， 职校的学生更有不懂就问的钻研精
神。 理论结合实际操作， 在这里学习一年之
后，完全能够达到毕业即上岗。 ”陈贵君说。

课堂与实训室仅一道玻璃门之隔， 学生
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 能迅速地运用到
实际操作之中。 SMT瑞欣特高端技术贴片班
学生刘伟在电子技术专业学了两年基础知
识，他觉得“相比在教室里学干巴巴的理论，
现在的课能边学习边操作， 学起来更有兴
趣。 ”刘伟打算一年后进入科瑞特公司，“学校
有承诺，只要技术掌握得好，过了实习期，工
资不低于 5000元。 ”

这是学校对学生的一句承诺， 承诺背后
也包含了学校对用人方的承诺， 如何为企业

培养合格的上岗人员？ 为更好适应企业要求
完成教学任务及教学要求， 学校多名优秀专
业教师经过多次编写、 修订和调整， 为 SMT
瑞欣特班及本地电子企业分别编写校本教材
《SMT 入门基础》和产教融合校本教材《线束
Harness应用基础》，学校还多次派专业教师前
往企业学习技术。

除了 SMT 技术之外，学校还有多个产教
融合项目，工业机器人便是其中之一。 由湖南
科瑞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工业机器人
就在学校的实训楼里，为了掌握实操技术，前
不久，教师凌倩、欧阳钦特意到长沙学习了如
何让机器人手臂写字、码垛、搬运等技能。 欧
阳钦告诉记者：“目前工业器人市场紧俏，学
生对这个专业也感兴趣，如果学好了，掌握了
真本领，就业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

技能在手， 就业不愁，“一纸文凭不如一
身本领”，“真本事” 才是职校学生立身之本。
2018年省职业技能大赛， 该校学生组成的团
队，一举夺得“通信与控制系统（高铁）集成与
维护”项目一等奖。 指导老师凌倩介绍：比赛
分为安装与调试两个阶段， 涉及 200 余根电
线， 要求学生在 7 个小时内完成机器安装与
代码调试，并实现指定功能。“这既考验学生
的动手能力， 更考验了逻辑思维能力和团队
协作能力， 具备这方面能力的学生往往是企
业的‘抢手货’，很多学生到企业能达到 10 万
年薪。 ”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近三年，该校学生在
各类技能大赛、 创业规划大赛中获国家级一
等奖 3 人，二等奖 2� 人；省级一等奖 5 人，二
等奖 10 人，三等奖 16 人；通过对口高考升入
本科院校深造的学生达 362人。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多元办学模式，将
一大批职校学生培养成现代“工匠”，也为职
校学生提供了大有可为的新天地。

桂阳：产教融合让职业教育生机勃勃
本报记者 刘芬 通讯员 尹吉灵 朱孝阳

资兴：抓“痛点” 为城乡孩子构建同一起跑线
记者 刘芬 通讯员 刘晓冬 肖文红

从招不满到挤不下，职业教育展生机

产教整合显特色，读职校大有可为

农村教育一度是当代教育的“痛点”，环境差、师资弱、留
守孩子多等一系列问题， 导致的城乡孩子起跑线差距向来备
受大众关注。

如何为城乡孩子构建同等起跑线？ 资兴市委、市政府坚持
教育优先发展，以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为统揽，以“办好每一
所学校，成就每一个孩子，幸福每一个家庭”为目标，抓住“痛
点”，打造了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资兴样本。

让孩子“上好学”

让教师“安下心”

让家长“放得心”

州门司镇中心完小青少年宫书法课堂

凌倩（左一）教学生规范接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