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木铺小学学生在大课间进行跳绳活动

桃源八中学生观赏同学们的书画作品

全面改善办学条件
武陵区地处常德市江北中心城区，

是常德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城区
扩容提质速度不断加快， 外来经商务工
人员逐年增多， 大量入学适龄儿童的到
来，给城区学位带来了较大压力。

从 2018 年开始，武陵区计划在五年
内投入资金逾 20 亿元用于区内学校的
新、改建。 届时，城区将新增义务教育阶
段学位近 11000 个、 幼儿学位 2000 个，
极大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
求。

作为武陵区“五年计划”内投入使用
的第一所学校，规划用地面积 50.7 亩，投
资近 2 个亿的武陵区第一小学从选址开
工建设起就牵动着许多人的心。 11月 15
日下午，记者来到该校，可容纳近 3000人
的红砖苏式风格教学楼鲜艳醒目，教室内
统一安装了护眼灯，学生课桌椅、墙漆、橱
柜等均采用了绿色环保产品，同时校内创
客空间、VR 教室、 智慧书法教室等功能
室一应俱全。 家长们表示，不论是从校园
硬件配置还是师资配备来看，该校都是适
合孩子学习成长的“未来”学校。

作为学校的首任校长，拥有 30 年教
龄的谢英自上任之日起就告诫自己，教
育存在于孩子成长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做对孩子一生有益的事”是她对学生永
远的承诺。

提升教育软硬件品质
三岔路小学很“精致”，三五步即一

景，处处彰显细心精心，校长胡容说，这
样的精致在 3 年前，无从谈起。

该校六年级 74 班学生李艺舟的外
婆董静静是一位退休老校长。“我的家就
在三岔路小学旁边， 当时为了大孙女的
择校问题，我考察过周围多所小学，尽管
三岔路小学破旧不堪， 但学校有几位教
育教学能力过硬的老师， 我也是当老师
过来的， 特别明白好环境与好老师相比
孰轻孰重。 ”最终董奶奶决定让大孙女入
读三岔路小学， 而今一晃 11 年过去，她
也见证着学校的日新月异。

看着以往灰白墙体的教学楼， 而今
“穿”上了橙黄色外衣，胡容和董奶奶一
样，深刻感受到“颜值”提升所带来的点
滴变化。 在她来校之初，500 余名在校学
生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居多， 本地片区

内选择在三岔路小学就读的只有 10%，
招生遇冷。

“变化始于去年，武陵区委、区政府
投入 350 万元， 对学校进行整体提质改
造，‘穿了新衣’的教学楼、焕然一新的硬
件设施、 全新打造的‘养正’ 文化广场
……不仅使学校的样貌愈加靓丽， 还让
学生们在校园里有了更多玩乐的好去
处。 ”有了新校貌，胡容又在学校的软件
上不断追求精致，把管理创新、学生养成
教育和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升作为抓手，
真正实现了三岔路小学的提质转型。

力促学生在阳光下成长
为促进区内所有学生享受公平教

育，共同成长，武陵区还大力推进“三个
阳光” 工程孵化优质教育种子。 从 2018
年起， 该区启动义务教育阶段网上阳光
招生，实现自动分配学位，进一步保障了
学生公平就学的权利； 同时积极推进阳
光文化和阳光体育，用 10 年时间打造一
校一品校园文化格局， 丰富学生的校园
文化生活。

从 2016 年起，芦荻山乡社木铺小学
就把花样跳绳作为全校师生的阳光体育

校园活动带进了大课间， 还组建了一支
由三至六年级学生组成的花样跳绳校
队，跳出新花样。“三年来，花样跳绳已成
为社木铺小学的一张名片。 ” 校长胡杰
说。

同时，为推动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武陵区统筹教师资源配置， 实现城乡教
师队伍的均衡发展。 今年秋季通过区内
支教交流来社木铺小学的数学教师程芹
告诉记者， 由于城郊学校的孩子大多都
是留守儿童， 性格相对内向，“在完成教
学工作之余， 我会倾注更多的关爱去陪
伴他们，与他们交流，这也是我当初来支
教的初衷。 ”

据了解，通过实施城乡学校“结对帮
扶”，2016 年以来， 武陵区先后轮岗交流
500 多人次， 结对交流教师 141 人，115
名城区学校骨干教师到农村学校援教，
乡村学校教师平均年龄明显降低， 城乡
教师结构不断优化。

改造提质，阳光伴行，在全力推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打造现代化教育
的强区之路上， 武陵区将继续为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事业而乘风前行。

编辑：彭静 版式：姚慧 校对：李虹
2019 年 11 月 20 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E-mail:kjxb001@126.com

常德篇
10 科教新报

记者走基层

问题：如何用管理适应新时代
3 月 18 日， 桃源县委副书记陈德在

全县“教育管理年”动员部署会上指出，
桃源教育是一块金字招牌， 也是一张响
亮的名片，这是多年来历届桃源教育人、
乃至全社会共同努力创造的结果。 但在
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应该清醒、客观
和公正地去面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

‘“教育管理年’就是要通过加强管
理、提高站位、提质增效、规范工作，主动
拥抱新时代、主动适应新时代。 ”陈德说，
通过“管理、规范、落实、提升”八字指导
思想，把桃源教育的质量、安全、效益和
品牌落实到管理中。

如今， 桃源教育亟待一套适应教育
新形势的治理框架、制度流程、评价标准
和督导体系来面对“发展不平衡、发展不
充分” 的双重压力，“加快发展、 优质发
展”的双重任务。因此需要整个教育系统
乘着“教育管理年”的东风，在改革中战
胜困难，在管理中解决问题。

查摆：制定健全完善的制度
制度是管理的核心要义，“教育管理

年”首先要开展的便是“管人、管事、管

财、管物”的教育系统
制度体系建设。 从 3 月 27 日至 4 月 23
日，桃源县教育局共召开了三次调度会，
全体班子成员和 17 个股室站负责人对
管理年活动的制度体系构架、 活动工作
方案、股室站工作任务、具体工作要求和
完成时间节点进行了明确。 这本桃源教
育的“管理百科全书”由此开始编纂。

桃源县教育局人事股股长魏占之告
诉记者，在制度建设过程中，他们从全县
20 多个乡镇的调研开始， 到制定初步方
案，再到将征求意见发放至学校，并在全
县教育系统骨干培训班上对规定和方案
进行解读、收集反馈意见，历时半年，才
最终完成该股室“3 个工作规定、4 个活
动方案、2 个评价方案”的制定。

“以往的制度较为零散，名师培养欠
缺、教师配置不均衡、教师缺乏工作积极
性等问题尤为突出，通过系统完善后，我
们进一步明确了诸如‘教师工作量指标
划分’‘教师请假制度’ 等教师们十分关
心的问题， 并与各股室通力协作， 搭建
‘五名工程’平台，切实助力教师队伍的
发展成长。 ”魏占之说。

而该局基教股股长文子建则指出，
以往“重智育、轻德育”的问题比较突出，

学生们的体育、美育、劳动教育被忽视，
长期阻碍着桃源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
通过下校调研和研读相关文件， 股室内
部找准了教育管理中的短板与突出问
题，提出“五育并举”的发展模式，就“德、
智、体、美、劳”五个方面分学段、分内容、
分类别制定管理细则，让不“唯分数论”
的综合发展真正落到实处。

践行：抓住稍纵即逝的好时机
2019 年，桃源一中高考再创佳绩，瞩

目的成绩背后， 是这所名校多年来对科
学育人手段的潜心探索。 校长燕立国认
为，课堂是素质教育的主阵地，真正激发
师生活力与潜能的课堂，教师需要将“思
维权、动手权、话语权、归纳总结权”这四
个权力归还于学生，即课堂“四个放权”。

为推广这一经验， 桃源县教育科学
研究室在“教育管理年”的制度制定过程
中， 将它写入了教学研究管理规定，同
时，教研室还利用视导机会，每到一个学
校就宣传一次， 并在评课中侧重指出课
堂“四个放权”落实的情况。

作为“五育并举” 发展模式的践行
校， 桃源八中在校园内辟得土地 40 余
亩，建成由蔬菜种植基地、植物园基地、
养殖基地三部分构成的劳动实践基地，

真正把劳动教育融入进学生的点滴生活
中。

种植基地里， 学校高一年级各班皆
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菜地。不打农药、不用
化肥， 每块菜地都由指导老师和学生一
起完成耕种和养护， 学生们在劳动中的
点滴付出，最后也将端上餐桌，成为全校
师生爱吃的“放心菜”。

同时，桃源八中还将“梅”文化作为
校园文化的核心，以梅花精神凝聚师生。
“走出宿舍区大门，外墙上就是梅花诗赋
和国画，再走几步就是爱国梅园，教学楼
里还有校友蓝爱国老先生捐建的梅花艺
术馆， 再过一段时间， 傲雪寒梅独自绽
放，真是美哉我八中！ ”高一 1901 班学生
赵俊岚说。

“桃源教育虽然现在取得了一些成
绩，但这并不值得显摆与张扬，我们同时
也存在着很多问题与缺陷， 在这个时候
推进‘教育管理年’的目的就是‘补短板’
‘登高梯’， 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与时
俱进，教育发展的好时机稍纵即逝，如果
不及时查摆问题就可能会停滞甚至倒
退， 我们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抓教育管
理落实中。 ”桃源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
长文继承说。

桃源：在“教育管理年”砥砺前行
见习记者 曾玺凡 通讯员 陈大海 田志波

8 月 22 日，桃源县召开全县教育系统骨干培训班，为新学期工作的开展收心聚力，凝神鼓劲。 会上
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进一步明确“教育管理年”的整体部署、目标任务、方法举措以及实现路径，这是
县委、县政府将 2019 年确定为全县“教育管理年”后的首次业务培训。

适应新形势、把握新要求、落实新任务，11 年前桃源教育通过管理树立起品牌与口碑；11 年后再次
以管理向着“好，还要更好”的目标砥砺前行。

武陵区：义务教育在阳光下均衡发展
见习记者 曾玺凡 通讯员 雷江峰 刘丽

今年秋季入学后，常德市武陵区芦荻山乡社木铺小学一年级新生黄添宇学会了一项新技能———花样
跳绳。 个头不高的他起初总会因跳绳绊住脚而气馁，但每天课间休息时和同学们一起跳、放学回家后跟爸
爸妈妈一起跳，他一点点克服困难并取得进步，还期待学到新的花样。

作为一所规模不大的乡村学校，社木铺小学“三年磨一剑”，在全体学生中成功推广花样跳绳，是武陵
区近年来“更大投入、更加均衡、更高质量”办好教育的一个缩影。 通过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增强师资，提高
教育教学管理水平，创造公平教育环境，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武陵区将美好教育的新篇勤耕于笔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