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7年·怀化市炉亭坳

农村初中应该怎么办？怀化市炉亭坳中学苦苦探索
了十余个年头，在夯实“普九”基础的同时，大力开展劳
动技术教育，使学生既有全面素质又有一技之长，走出
了农村学校人才培养的“炉亭坳路径”。

怀化市炉亭坳乡位于峰峦叠嶂的雪峰山下， 这里，
除了山还是山，“靠山吃山” 是世世代代流传的生存法
则。 但在这里，新一代的农民正在崛起———炉亭坳中学
实行“双证制”，每个学生除了拿到普通初中毕业证书即

“红色证书”之外，还必须拥有劳动技术教育结业证书即
“绿色证书”，才算毕业走出校门。为此，炉亭坳中学从课
堂改革突破，不断优化教育内容和方法，学校在开好基
础课程的基础上，开好劳技课，同时在其他学科教学中，
有机地、适当地渗透农业生产实用知识。通过 3年学习，
学生初步掌握果树和药材培植技术，毕业回乡后能搞山
地开发， 同时为升入高一级学校打好各方面的基础，这
样，学生进得来了，留得住了，学得好了。

炉亭坳中学主动服务社会，主动按需办学，为当地
经济发展培养实用人才，炉亭坳中学毕业的学生在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聪明才智， 使 “荒坡变成花果
山”，“穷乡走上富裕路”。 苦尽甘来的山里人，脱贫不忘
教育，纷纷为学校请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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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长沙市

上世纪 90 年代，省会长沙用十年时
间，进行了一场城市教育的综合改革。长
沙城市教育综合改革的主要经验是：不
断提高思想认识，坚持探索前进。 既认
真把握教育改革的正确方向，又不为条
条框框所束缚，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
动性；既注意学习借鉴外地的成功经验
和做法，又不照搬照抄；在整个改革过
程中，始终把“统筹”作为强有力的推动
手段，实行综合配套，整体推进。 长沙城
市教育综合改革实践中，最集中、最突
出的经验在于适应经济转型，强化政府
统筹。

1997 年 10 月，全国城市教育综合改
革会议在长沙隆重召开，推介长沙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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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18，

改革开放以来的湖南教育发展史，就是一部教育现代化的改革史。 40年的湖南教育改革始于思想解放，源于理论创新，兴于制度变革：
1979年，湖南形成了普通教育、业余教育、幼儿教育“三教”齐抓的“桃江经验”；1996 年，汨罗素质教育典型经验为我国基础教育发展提供了
成功范例；1997年，怀化炉亭坳中学走出了农村初中发展的新路径。 21世纪以来，湖南校园文化建设、教育信息化建设、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等改革举措领跑全国，再一次擦亮了湖南教育的闪亮名片。

让我们以时间为轴，一页一页翻开这本奋进巨著。

1979 年末，时任湖南省教育局副
局长孙景华在桃江县调研，发现桃江
非常重视教育， 形成了全党办农业、
全党办教育的局面。 特别是时任桃江
县委书记伍启瑶总是把教育摆在“看
得见、喊得应、抓得住”的位置上。 区、
社、大队党组织负责人对教育也很重
视， 谈起教育来如同讲农业生产一
样，一清二楚，头头是道，令人感慨万
千。 桃江县将普通教育、业余教育、幼
儿教育“三教”一起抓，各级各类教育
事业全面发展；在国家给予一定支持
的同时， 群众办学的积极性十分高
涨，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校都是好房
子、新房子，因为广大群众积极参与，
桃江教育办出了风采。

1979 年 11 月 16 日，中共中央以
〔1979〕82 号文件向全国批转了《桃江
县发展教育的情况报告 》，11 月 20
日， 教育部和湖南省委联合召开了
“教育工作桃江现场经验交流会”。

教育改革春暖花开

1979年·桃江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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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郴县

1987 年前后， 郴县探索用教育培
养“新一代农民”，通过“抓好一个基
础，狠抓三项改革”来发展教育。“抓好
一个基础”，即办好小学和初中，普及
九年制义务教育。“狠抓三项改革”，即
把办好教育的责任压到各级政府肩
上，由政府统筹“新一代农民”的培养；
把职业教育的重点转到主要培养农户
主的目标上来， 拓宽人才通向农村的
渠道，农科教相结合，以见效快的实用
技术为龙头， 提高农民接受教育的积
极性。

郴县经验推出后，引起巨大反响。
1989 年，国家教委和省委、省政府先后
以郴县为现场， 召开全国农村教育综
合改革研讨会和全省教育工作会议，
并作出学习郴县教育经验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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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长沙县、邵东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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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汨罗市

上世纪 80 年代初，为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教育
部针对各地普遍存在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颁布了
《关于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若干问题的规定》。

1983 年，汨罗市教育局开始区域性大面积推广素质
教育。 在汨罗，以坚决控制重复教育、控制学校超负荷班
额、控制学生留级辍学的“三控制”为突破口，纠正片面追
求升学率的现象，恢复教育的正常秩序。

在此基础上，汨罗市的素质教育改革，坚持面向农村
各类教育，面向全体学校，面向全体学生，德智体美劳并
重，知识能力并重，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以着力转变教育
思想，推行教育改革。 1983年秋季，汨罗市清退了中学阶
段所有复读生，在“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大环境下，汨罗
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同时，积极调整教育结构，大
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构建教育“立交桥”。 一系列改革
后，汨罗教育进入良性循环，素质教育观念逐步改变了人
们的认识。

1996 年 5 月，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来汨罗视
察，并强调：“汨罗的经验非常可贵，特别是坚持了 12 年。
如果一年两年，我们还不敢评论，经过 12 年的曲折创造
了这个经验，是很可信的，特别宝
贵。 不仅是湖南，全国都应该学习
汨罗经验，研究逐步推广的方法。 ”
此后，汨罗经验大放异彩，素质教
育的春雷响彻全国。 一股考察学习
汨罗素质教育经验的热潮在全国
范围内迅速形成。 短短四五个月
里，全国各地到汨罗参观学习的人
数超过 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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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规
定我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
育，我省的长沙县、邵东县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位置，按政策要求保证教育投入；坚持标
准，不仅抓好小学、初中，而且抓好幼教、特教；不仅
抓好改善办学条件，而且抓好管理上质量；与此同
时，抓紧扫除青壮年文盲。

长沙县坚持“普九”、扫盲一起抓，劳动者素质
愈高，吸收科技的能力就愈强，工农业发展的后劲
就愈大，加快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后，长沙县国民
经济以每年 14%的速度迅猛崛起。 1993 年 5 月 6
日， 湖南省义务教育工作会议在邵东县隆重召开，
会议期间，邵东县、长沙县成为参观现场，两地“普
九”成果受到高度关注。

本报记者 余娅 /整理

湘西某教学点上课情景。

农村学校师生同乐

泸溪县第一中学全景 （下转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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