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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沙学校石慧老师在教学生打苗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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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7日， 对花垣县大多数初三学生而
言，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而对于彭翠花来
说却是重生的一天，因为她终于重返课堂了。

家住边城镇通州村的彭翠花是团结中学
的初三学生，因父母离异，一心只想早点进入
社会赚钱的她， 没有出现在今秋开学报到现
场。 10月 15日，该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龙长生
立马采取“三帮一”举措，连同边城镇和平学
区党支部书记、校长张天涛、本校党员教师阳
广忠及学生家长，连夜驱车 3000 里，将远在
湖北黄冈的彭翠花接回学校。

据悉，花垣县紧紧围绕“决不让一个适龄
少年儿童因贫失学”目标，资助贫困学生，劝
返辍学学生。记者看到，今年全县学前三年入
园率 90.76%、 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9.21%、高
中阶段毛入学率 88.69%、 残疾儿童入学率
91.72%。“三帮一”劝返复学行动共劝返学生
47人。

扶贫还得识贫。 今年春季，花垣县教体局
创新工作机制，引进省“惟楚有才”教育信息
有限公司，共同创建花垣县“互联网 + 教育扶
贫信息平台”。“我们联合多部门， 将建档立

卡、城乡低保、特困救助、残疾等贫困教育人
口基本信息全部录入；发动全县教师、村干部
包村入户核查学生基本信息，做到不漏一户，
不错一人；及时更新信息平台，实现教育贫困
人口基本信息、贫困学生资助信息、控辍保学
信息等资源共享。 ”县教体局扶贫办主任麻老
富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全县共落实各项助学
资金 3391 余万元， 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35000 余人次，识贫工作无一例差错，全县没
有一个学生因贫失学。

车辆在蜿蜒的盘山公路上行驶着， 穿过
重重山峦，涛涛绿林，蓦地，眼前出现一座花
园式村庄：干净的柏油路通往各家各户，整齐
划一的农舍散落田间， 伴着门前的稻田和哗
啦啦的小溪流， 好似一幅精美的油画。 不远
处，乡文化站、农家书屋、村级活动中心、蜂蜜
合作社更是为这个村庄增添了一抹现代的气
息。 这里正是“精准扶贫”的首倡地———十八
洞村。

花垣的教育扶贫成绩如何， 十八洞小学
的变化最有说服力：青砖黛瓦的教学楼里，20

余名农村孩子在多媒体教室和城区孩子同享
一堂课，在操场和同学一起踢足球、打篮球，
在图书室里阅读课外书籍， 在食堂里享用健
康美味的营养餐……“前几天湖南省文化馆
的志愿者来到学校教孩子们唱歌。 ” 支教老
师、预备党员李泓铭告诉记者，教育扶贫为这
些乡村娃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 他们热
爱学习，阳光开朗，贫穷的印记正渐渐褪去。

坚持教育均衡发展， 是教育脱贫攻坚的
重要一环。“把最好的教育办在老百姓的家门
口。 ”县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世文告诉记
者。 近年来，花垣县统筹推进，全力改善办学
条件，投入近 2 亿元，完成 71 所农村合格学
校建设； 投入 1400 多万元完成 15 所农村中
心幼儿园建设；投入 2500 多万元，完成全县
中心完小以上学校信息化教育“三通”建设；
预计投资 1.4 亿元的芙蓉学校目前已完成征
地、规划、招标等前期工作，预计明年 7 月底
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11月 8 日， 山东蓝翔技师学院十八洞分
院的首批 101 名挖掘机培训学员培训结业。

这批学生中有不少是贫困生，接下来，他们将
奔赴唐山、厦门、石家庄等地，从事机械工程
作业。

6月 22日， 山东蓝翔技师学院十八洞分
院落户花垣。据悉，这是该校首次在济南以外
设立分校，以技能扶贫、就业脱贫为目的打造
挖掘机、烹饪、汽修三个专业。 9 月 11 日，首
批 59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赴济南免费学
习美容美发、挖掘机、汽修专业，在校三年内，
他们还享受每月由蓝翔发放的 200 元生活补
贴。

发展职教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
策。 近年来， 花垣县大力推进县职业高中发
展。投入 1.3亿元，新建实训大楼、图书办公大
楼、艺体馆等，办学条件得到改善；优化专业
设置，深入开展校企合作，学生与深圳、广州、
长沙等地多家企业建立订单式培养协议，上
学即上班。

在花垣，“上学一人、 就业一个、 脱贫一
家”的动人故事正在上演。 今年，全县职高学
生数突破 1700 人， 他们将怀揣工匠技能，秉
承工匠精神，深入各行各业，精耕细作，一点
一点抹去贫困的烙印。

保靖：打造“乡土味”的素质教育
本报记者 杨雨晴 通讯员 彭春芳

花垣：用教育抹去贫困烙印
本报记者 杨雨晴 通讯员 周智敏 全志民

走进保靖民族中学“民族文化陈列室”，
如同踏进了神秘的大湘西。 近百幅学生创作
的民族文化作品引人驻足： 皱纹纸粘贴的

“苗画”用色大胆，海绵纸制作的“土家织锦”
精致漂亮，毛线编织的“苗绣”飘逸浪漫，树
叶、砂石、布匹组合成的“土家吊脚楼”别具风
情……

这是古朴的湘西民俗文化， 与年轻的校
园文化碰撞出的火花。

早在几年前， 保靖民族中学就刮起了最
炫民族风。 该校以“体艺见长，全面发展”为办
学目标，把民族文化与艺体课程结合起来，组织
师生收集和整理县内自然风光、民风民俗、神话
传说的资料，将其编入校本教材；将适合课堂教
学的土家族、苗族文化引入音体美课堂。

最炫民族风结出了最丰硕的果实。 近年
来， 该校 200 多名体艺特长生考入中央美术
学院等高校；“民族文化进校园” 课题研究荣
获“教育部基础教育成果二等奖”。

据悉，2012 年是保靖县“校园文化建设
年”。 县教育局明确要求各校选择一至两项民
族文化作为本校特色项目进行传承， 在考核
中向有特色的学校倾斜。 各校纷纷制定民族
文化进校园活动方案， 把了解民族文化和掌
握民族技艺作为对教师和学生评价的重要指
标。

“民族文化运动”蓬勃开展，那些散落在

乡野的古老文化重焕光彩：音乐课上，孩子们
喊起酉水船工号子，跳起铜铃舞，唱起苗歌，
打起苗鼓；美术课上，孩子们在制作苗画、苗
绣、土家织锦的过程中，感受传统艺术的美；
踩高跷、竹竿舞成为体育课项目；湘西民族故
事、 传说也融入了语文课本……原汁原味的
民族文化走进校园，滋润着孩子心灵。

每周三下午， 碗米坡小学的操场都会响
起欢快的土家镏子。 孩子们在校长王兆胜的
指导下，手持小锣、钹、大锣，模仿山的呼唤、
水的流声、鸟的鸣啭，场面格外热闹喜庆。

碗米坡小学位于酉水河畔的“首八峒“，
那里是土家族的发源地。 然而民族文化传承
实数不易。 2003年，该校聘请的民间土家镏子
艺人因不善教学、农忙等原因，只教了一个学
期便离去。 为了不让民族文化失传，校长王兆
胜跋山涉水，多方打听，找到土家镏子师傅向
权润，拜他为师，虚心向学；教师们利用节假
日，向大师请教，共整理抄写了 5 种简单易学
的土家镏子谱，不断钻研教学。

如今，唱土家语校歌、跳土家摆手舞、竹
竿舞、 打土家镏子早已成为碗米坡小学的一
道风景。 每每有客人到来，学校都会奉上土家
歌舞；若遇上谁家娶亲嫁女，学校镏子队都会
敲锣打鼓，为欢乐助兴。 每年 9月开展的民族
文化进校园活动上， 向权润大师都会来到学
校亲自指导， 而王兆胜早已接过民间大师的

衣钵，成为土家镏子传承人，率领全校教师，
将土家文化代代相传。

传承民族文化，教师是关键。 保靖县聘请
当地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开班授艺， 苗画大师
梁永福父子、“花样鼓王”龙清菊、苗族武术大
师龙承道、 茅古斯舞传承人魏品富等民间艺
人被请进课堂，进行手把手现场教学。 除此之
外， 该县每年选派年轻教师参加全州民族文
化传承学习培训，进行系统学习；分批次组织
教师参加“湘西民族文化传承” 国培项目学
习，学习传承民族文化之道。 田黎老师是碗米
坡小学的土家语老师，经过培训，她已对土家
语教学得心应手。 在她看来，在洋节日益泛滥
的今天，大力开展民族文化教学，是一种返璞
归真。

每天放学后， 葫芦中学的学生有一个好

去处———黄金茶园。 葫芦中学位于吕洞山区，
保靖声名远播的黄金茶就产自这里。 据悉，
2014 年，该校将后山的 20 亩山地开辟为黄金
茶种植基地，孩子们在茶园嬉戏玩耍，在老师
的带领下种茶、认茶、采茶，收获知识和快乐。

2013 年，为了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同时也
为食堂提供绿色安全食品， 该县教育局要求
每所学校根据实际，开辟劳动实践基地。 清水
坪、比耳镇是柑橘种植基地，当地学校在基地
里传授柑橘种植技术； 不少学校还开辟了养
猪、种菜等个性化劳动实践基地。

在碗米坡小学， 低中高年级学生手中分
别持有“可爱的家乡”“碗米坡风物”“拔茅风
情”校本教材，这三本教材涵盖了碗米坡镇拔
茅村全境的山川景物、风情民俗、历史人物等，
是该校老师千辛万苦收集整理而成。 据悉，保
靖县组织教师深入民间，将保靖自然风光、风
土人情、丰富物产、人文历史等集结成册，编
写成乡土教材，供学生学习。 孩子们以天地为
课堂，以万物为教材，了解乡情，读懂世界。

正如该县教育局局长张世军所言：“在农
村，山水可作讲台，田野是课堂。让学生在春风
里读书、在花海里画画、在树荫里听小鸟歌唱、
在池塘里看小蝌蚪成长， 增强学生对自然、对
世界的认知和思考，丰盈自己的内心世界。 ”

行走保靖县各大校园，记者看到一帧帧这样的画面：教学楼青砖黛瓦、飞檐翘角，极具民族风情；酉水船工号子、土家摆手
舞、苗歌、苗绣等民族文化融入课堂，成为教学日常；传统民间大师走进校园，开班授艺，民族文化代代相传；课外实践基地相继
建起，孩子们在山川田野间快乐劳作健康成长……

保靖，酉水河畔的明珠。 全县 31万人口，土家族、苗族占 80%。 近年来，该县利用得天独厚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充分挖掘地
方特色，形成“一校一品”的教育格局，学生在民族文化的熏陶下，在乡土文化的浸润下，不断提升人文素养。

花垣，国家深度贫困县。 2013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沿着崎岖山路，辗转来
到湘西花垣十八洞村考察，提出“精准扶贫”重要思想。 他表示，要精准扶贫，三件事要
做实：一是发展生产要实事求是，二是要有基本公共保障，三是下一代要接受教育。

2018年 11月 15日，记者走进花垣，眼前的教育呈现出喜人局面：“全省民族地区
教育强县建设工作先进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体重平均增长幅度超全国平均增长水
平”“66人以上超大班额全部消除”“在全州率先完成乡镇中小学教育信息化‘三通’建
设”……

过去几年，该县教体系统以党建为抓手，瞄准“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目标，充分发
挥党员在教育管理、教育脱贫攻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碗米坡小学学生在大课间跳竹竿舞

传承 民间大师手把手教学

创新 天地为课堂 万物为教材

花垣县已实现贫困学子资助全覆盖

学生在师傅指导下学习挖掘机技术
“互联网+教育扶贫” 没有孩子因贫失学

“职教+教育扶贫” 上学一人脱贫一家

“硬件+教育扶贫” 夯实脱贫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