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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改革开放 40 年

教育强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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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几年前到凤凰县职业中专
调研的情景， 麻建锋的眼里泛起了泪
光。“学校虽然在县城， 但办学条件很
差，600 多名学生挤在临时搭建的板房
里上课，几乎没有实训场地。 学生议论，
这里比农村学校的环境还要差，他们在
这里不过是想混到毕业，等年龄够了就
出去做事。 ”

对于那些选择就读职业学校的孩
子而言，学校承载着他们人生出彩的梦
想，但一段时间以来，湘西州职业教育
发展滞后， 阻断了他们人生出彩的机
会。 麻建锋告诉记者，若是没有一技之
长，这些学生毕业后只能从事低收入的

工作，根本没有办法摆脱贫困。
扶贫要输血，更要造血。 通过教育

赋予人技能， 激发他们脱贫的内在动
力，才能真正拔除“穷根”。 基于此，湘西
州加快了现代职业教育的前进脚步，
2017年 9月， 斥资 2.2 亿元建成的凤凰
县职业中专投入使用，2018 年， 学生人
数达到 2000余人， 学校实行校企合作，
订单式的人才培养让学生就业没有后
顾之忧。

一流的学校、一流的师资，让职校
学生和家长看到未来的美好图景。 截至
日前，投资 2亿元的永顺职教中心建成；
投资 2.21 亿元的保靖县职教中心主体

工程已经完成……职业教育
不再是受人冷落的“无奈选
择”，而是培养技术型人才和
新型农民的主阵地。

今年 1 月 10 日，湘西现
代职业教育集团正式挂牌，
集团以湘西民族职院为龙
头， 联合 8 所县市公办中职
学校，实行抱团发展。湘西州
委、 州政府计划每年预算安

排 1000 万元作为职业教育集团发展专
项资金， 每年委托湘西职院定向培养
300 名农技特岗生，主动服务国家“乡村
振兴”战略。

刚刚过去的 11月 8日，山东济南蓝
翔技师学院十八洞分院第一期挖掘机技
术培训班结业，101 名学员通过 2 个多
月的理论知识学习和实际操作，掌握了
挖掘机技术，顺利结业并实现就业。 这
批学员之中， 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32 人，
低保户 3人。职业教育的回炉再造，帮助
他们扬起希望的风帆。

近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印发《湘南湘
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总体方案》，湘西
将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领头雁”，为困
难群众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致富门路，带
动整个武陵山片区尽快脱贫。

“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
懈怠者、软弱者。”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
设， 是国家赋予湘西州的一项光荣任务，
也是湘西推进扶贫攻坚的历史机遇。

站在新的起点上， 湘西州教育人
有备而来， 只为续写教育扶贫的湘西

“奇迹”。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下称湘西州)是“精准扶贫”的首倡地。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十八洞村考察，在这里首次
提出“精准扶贫”，为脱贫攻坚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中国大地上，成千上万个十八洞村的命运开始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今年 11 月，记者来到湘西州采访，5 年时间过去，今天的十八洞村已今非昔比，当地老百姓感叹：“鸟儿回来了、鱼儿回来了、虫
儿回来了、打工的人儿回来了、人的心儿回来了。 ”

回来的还有十八洞村的未来和希望。 山林掩映之中，投入近 120 万元改建的十八洞村教学点面貌一新，29 名小学生坐进了宽
敞明亮的教室，琅琅书声在山间久久回响。

脱贫攻坚正当时，教育扶贫斩穷根，扶贫路上的湘西州，正一笔笔勾勒着改变山里孩子命运的“奇迹”。

1 扶学生，
资助全覆盖拉齐“起跑线”

在十八洞村调研时，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扶贫工作
“不栽盆景，不搭风景”。 精准扶贫，就要脚踏实地、扶到实
处，扶到老百姓需要的地方。

湘西州属于典型的“老、少、边、山、库、穷”地区，全州 8
个县市有 7个是深度贫困县，这里是国家西部大开发地区、
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试点地区。 截至 2017年
底，湘西州共有各级在校学生 54.19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学生 13.43 万人，占学生总数的 24.7%，扶贫难度之
大，从中可见一斑。

竭尽所能，让占在校生近三分之一的“穷孩子”不因贫
困而失学，成了湘西教育人不变的初心。

湘西州把教育扶贫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民生工程来抓，
早在 2004年，就开始了贫困家庭大学新生的资助工作；2008
年，在全省率先试点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特别是 2016年以
来，对全州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实行十五年免费教育。

“州委、州政府在每年 5 月和 10 月两个月里，每周调度
一次资金发放情况，我们开通了湘西助学网，通过微博、微
信让外地务工的家长及时了解资助政策， 确保每一笔资助
款明明白白落到实处。 ”湘西州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麻建锋
介绍，2008年至 2017年的十年间， 湘西州共资助贫困学生
50 万人次，发放救助资金超过 24 亿元，逐步实现了资助全
覆盖，不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贫困而失学”。

扶贫攻坚要创新思路因地制宜。近年来，湘西州鼓励各
县市在州定资助标准的基础上先行试点， 进一步减轻贫困
家庭的教育负担。 2017年，凤凰县免除了农村户籍、城乡低
保、孤儿、残疾（含残疾家庭子女）学生的作业本、教辅资料
费及高中阶段学费、教科书、教辅、住宿、作业本和高一新生
体检等费用；2017年开始，古丈县对所有农村户籍学生补助
生活费，所有山村幼儿园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贫困学龄幼儿
可以免费入园……

不遗余力的资助和帮扶，让山里孩子感受到了温暖。采访
中，记者来到凤凰县思源学校，初冬时节，寄宿的学生已经换
上了过冬的棉被。 凤凰县思源实验学校作为教育脱贫试点，
招收全县精准扶贫户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学生除了享受义
务教育阶段免学杂费、中餐有营养改善计划之外，学校还免
费为他们供应晚餐，免费提供校服、床上用品，学生每年还能
拿到 200 元交通补贴。 该校七年级学生杨朝霞告诉记者：
“现在读书不花钱，爸爸妈妈再也不用为我的学费操心了。 ”

“不能让 贫 困 家 庭 的 孩 子 输 在 起 跑 线 上 。 这 是
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我们不能辜负。 ”湘西州教育和体育
局局长余晓红掷地有声 。

泸溪县浦市镇长坪马王溪小学的冬
天格外美丽， 大自然造就的青山绿水之
间，学校的教学楼、塑胶跑道、文化墙点
缀其间，呈现出绚丽的色彩。 谈及学校的
变化，长坪学校校长吴建平如数家珍，过
去几年， 学校建起了电脑室、 多媒体教
室、图书室、科学实验室……现代化的办
学条件，让山里娃娃也能够在家门口“上
好学”。

湘西州地广人稀， 中小学校散布在
武陵山脉的土家苗寨之中， 阻断贫困代
际传播， 提升教育整体水平，“均衡发展”
是一道必须直面的难题。在前期工作的基
础之上，2015 年起，湘西州委、州政府决
定启动教育“四大工程”， 计划用 3年时
间，通过城镇班额均衡化、农村学校标准
化、城乡教育信息化、教师队伍素质提升
“四大工程”，实现全州各类学校在办学条
件、师资水平等方面的基本均衡。

谋定而后动，麻建锋告诉记者，“四大
工程” 件件都办成了样板工程：“我们扎实
推进‘全面改薄’工作，因为农村学校办学
条件的大力改善， 近年来湘西州农村中小
学生出现‘返乡回流’现象，不少学生主动

从城市回到农村，农村学校的人
气旺了，农村也变得元气满满。”

“我们先后投入 10 多亿
元，实现了‘三通’，所有中心完
小以上学校完成了‘宽带网络
校校通’建设和‘优质资源班班
通’建设，所有教学点完成了教
学点资源全覆盖项目建设，还
建成了 10所‘网络联校’。 今天，即使你
身处农村， 同样能够通过互联网享受到
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 ”

“我们把公费定向培养师范生作为教
师培养和引进的主渠道，已经完成省州各
类层次农村小学、幼儿园教师定向培养计
划共 4177人。 我们在教师培养、培训、职
称、福利待遇等方面向农村教师倾斜，将
边远地区农村教师补贴提高至每人每月
1200元以上。 泸溪、花垣、凤凰等地最偏
远地区教学点教师的年收入超过了 8万
元。 感情留人、事业留人，我们留住了农
村教师的心。 ”

“四大工程”圆满收官，意味着湘西
州在教育均衡的路上往前迈进了一大
步，今年 2月，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

衡县（市、区）名单公示，吉首、泸溪、花垣
榜上有名。 湘西州教育发展的底子薄、起
点低，但发展的势头令人振奋。

就在刚刚过去的 10 月 24 日， 湘西
州智慧教育云平台正式启动， 湘西州教
育和体育局副局长石定初介绍：“使用云
平台，教师可以通过 PC、手机、平板电脑
等多种终端， 随时随地查找自己所需的
优质教育资源，并将自己的课推上网络，
在网上进行即时的交流互动。 此外，学校
和班级在平台上都有自己的网站和空
间，可以共享资源、分享信息，开展课外
交流。 ”

从互联网到云平台， 湘西州用网络
打破资源的壁垒，为知识插上双翼，让知
识飞入山村、飞进了山里娃娃的课堂。

扶教育，城乡均衡打破资源壁垒2

扶未来，职业教育成就出彩人生3

花垣县学生资助启动仪式 凤凰县职业中专学生表演芦笙歌舞

“网络联校”上课场景

农村学校的“智慧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