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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重奏：聚力攻坚，
加大投入新建学位

自秦朝首设零陵县，零陵距今已有 2000 余年历史。 古城文
化底蕴深厚，绵延至今，零陵区坐拥永州市 4 所高等教育学校，
也是该市第一个通过 “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评
估的区（县市）。

“按照市里规划，零陵区的定位是永州文化教育中心。 ”零陵
区分管教育的副区长张国材说，这是一种传承，也是一份责任。

为长远打造“学在零陵”教育品牌，零陵区在 2017 年开启
了化解大班额行动，“降班额、增学位”“控招生、促分流”“补师
资，促均衡”……以挑战为契机，向着问题出发，零陵区唱响化
解大班额“三重奏”，力促义务教育发展从基本均衡迈向优质
均衡。

———永州市零陵区化解大班额行动纪实
通讯员 庄荣华 眭善文 杨赟 见习记者� 董以良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零陵
区人口逐年上升。 2018 年最新数据显示，全
区户籍人口数达到 64 万，城镇化率由 2005
年的不到 37%上涨到现在的 57.3%。

“给教育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在校
学生数每年都在增长。 ”据零陵区教育局分
管基础教育的副局长唐国柳介绍，2016 年
至今，全区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每年净增
学生 1000 人左右。 该区教育局局长唐天光
表示，要促“优质均衡发展”，化解大班额不
容忽视。

配合城区发展重心北移的整体规划，区
委、区政府决定教育提前布局，在 2015 年 5
月启动了七里店小学的拆迁重建工作。 这
所学校自从被划到城区后人数不断增加，原
来 10 亩空间的校园早已难满足周边居民子
女的入学需求。

投资超过 1 个亿， 校园面积调整到
118.59 亩。 田径场、篮球场、学生食堂、大礼
堂、 教师周转房等均配建到位。 2019 年秋
季，七里店小学学生数达到 3487 人，共 70
个教学班，起始年级班额控制在 45 人以内，
全校平均班额 49.8 人。

以七里店小学为样板，零陵城区加大投
入新建多所学校：幼师高专附小，计划投资
9000 万元，规划学位 2025 个；永州市七中，
计划投资近 3.5 亿元， 规划初、 高中学位
4800 个；阳明小学，计划投资 6835 万元，规
划学位 1080 个……2017 年， 零陵区启动
2017～2019 年城区学位建设三年攻坚行动
计划， 计划投入 18 亿元， 用三年时间完成
20 所学校的学位建设项目，共增学位 29515
个（含预留学位），圆满完成城区学位建设这
一全区“一号民生工程”。

短短两三年间，同时开展这么多建设项
目，在零陵区的教育史上极为少见。“时间
很短，任务很重”，为确保学位建设工作顺利
进行，零陵区依靠区委、区政府统筹安排，联
合了区教育局、 区财政局等 23 个部门形成
强大合力，成立了区委书记当顾问、区长当
组长的零陵区学位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实行
“一周一调度一简报、一月一督查一通报”工
作机制，重点督查学位建设项目进展和责任
单位工作落实情况，强化履职问责。

同时为缓解经费压力， 零陵区积极引
进民间资本。“投入 4.1 个亿，建成君诚实验
学校、永州潇湘源学校（一期），共新增学位
7500 个。 2019 年将投入 3 个亿，新建日升
学校，可提供 4230 个学位。 ”唐天光告诉记
者， 零陵区的教育正在朝着“公办教育为
主、多元办学并存”格局发展。

第二重奏：高位部署，把控源头精准分流

从源头上严控“增量”、 精准分流
“存量”，是零陵区打响化解大班额攻坚
战的第二个“秘密武器”。

提前摸底城区学生信息，根据摸底
信息、学校规模等制定招生计划，按照

“就近、划片、免试入学”原则，统一按计
划录取。负责学生分流的区教育局基础
教育股股长张子银介绍，“外来就读的

‘插班学生’ 必须在开学前持‘两证一
票’（户籍证、不动产证、近 3 个月水或
电发票） 到教育局登记才能办理入学，
严禁学校私自招收。 ”为缓解农村学生
转入城区带来的就学压力，零陵区整体
提升农村学校质量，促进学生回流。

增量得以把控，存量如何解决？
占地面积 4.3 万平方米的徐家井

小学曾是零陵区最大的小学，2012 年
学生人数达 8000 多人， 平均班额 84
人，被当地居民戏称为“万人学校”。“做
课间操都只能轮着来。 ”该校副校长周
慧芳说，学校位于老城区，扩建学校有
心无力，同时作为老牌优质学校，生源
一直源源不断。

如何成功实现这所学校的“瘦身”，
零陵区另辟蹊径，从邻近的南津渡小学
着手。“这所学校学生仅有 500 余人，富
余学位较多。 ”唐天光说道。 2013 年零
陵区教育局正式将南津渡小学托管给

徐家井小学，促进生源合理流动。
“我区的校际分流采取的是整年级

或整班成建制搬迁、 划片就近入学、学
生自愿申请分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班
主任和任课教师则随班‘分流’。 ”唐国
柳解释，通过分址不分校、“教师跟着学
生走，编制跟着教师走”的原则，徐家井
小学先后将学生整体搬迁分流至南津
渡小学、幼师高专附小。 这场持续近 7
年、跨越几个校园的分流，终于让徐家
井小学本部校区的学生降到 4027 人，
平均班额降至 50 人以下。

这次化解过程中，酝酿出零陵区第
一个教育集团———徐家井教育集团。以
此为先河，2018 年零陵区加快优质教
育资源均衡配置的步伐，在区内开始推
广教育集团化办学，通过发挥优质学校
的示范引领作用，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
校际差距，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落
在教育领域，就是优质化、多元化的教
育需求。”唐天光说，这种需求便是零陵
区探索教育集团化发展的初衷。借助集
团化发展，零陵区有效推动了优质校的
先进教育教学理念向薄弱校辐射。这种
辐射， 慢慢带动了生源流向日趋均衡，
老百姓不再“盯着”几所学校，“降下来”
的班额，才不容易出现反弹。

第三重奏：多措并举，精准施策均衡师资

学位有了，班额少了，师资从何来？
分管人事的零陵区教育局党组副

书记、 副局长尹艳为我们详细描述零
陵区橄榄型教师分布图———乡村、城
区学校教师不足， 城郊学校教师有富
余。 因为离城近，城郊学校生源不断下
降，但按原招生规模配置的教师却没有
相应地流动……种种原因，长期以往形
成这种“橄榄型”布局。

既要确保乡村教师数量，又要补足
城区化解大班额后的教师空缺。为有效
促进全区教师的合理配置，2019 年，趁
着零陵区被省里列入第三轮“义务教育
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试点县（市区）”
的机会，教育局全面落实了校长教师交
流轮岗制。 制定下发《零陵区义务教育
学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工作方案》，方
案规定， 在同一农村学校工作 9 年以
上、且任教科目有教师富余的学校教师
必须交流进城， 达不到 9 年进城条件
的，在乡镇之间交流或借调到城区缺编
学校任教。

徐家井小学今年秋季从 31 个班扩

到 52 个班， 补充的 99 名教师中有 74
名是从编制富余学校调剂过来的。“这
些交流过来的教师， 到了城区学校后，
焕发出强大的活力。 ”提到城区新进教
师，尹艳面露笑容。 56 岁的何才善曾因
年纪大不愿进城，从未教过科学的他到
徐家井小学后接下了 4 个班的科学课，
便主动报名参加转岗培训以提升专业
能力。 他说，进城后自己体验到教师的
另一种幸福感和成就感。

体验到另一种幸福与成就的，还有
以蒋卫华为代表的一群原乡镇教育组
成员。

乡镇教育组原是主要负责全乡镇
中小学的管理工作，大部分地区在机构
改革时已将其撤销。零陵区的乡镇教育
组还存有 12 个组共 72 人。一方面是机
构功能弱化人员富余，一方面是化解大
班额缺少教师，零陵区教育局走出关键
一步：撤销乡镇教育组。在提前与 72 名
组员做好思想交流的基础上，2019 年，
全区 12 个乡镇教育组全部被撤销，组
员按个人意愿去往城乡各学校任教。

35 岁的蒋卫华， 便是通过这次契
机，从石岩头镇教育组组长岗位调配到
荷叶塘学校担任校长。 来到学校，为更
快熟悉各项工作，蒋卫华每天早上 6 点
半到学校，晚上 11 点多才离开，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投入到学校的教育教学中。

借助交流轮岗、撤销乡镇教育组等
一系列人事制度改革， 零陵区在 2018
年、2019 年两年间， 共计盘活教师 280
名，有力保障了城区化解大班额的教师
需求。更重要的是，这些改革，打破了原
有的区内教师分布情况，让全区师资配
置更趋合理。

功夫不负有心人。 种种举措，零陵
区化解大班额工作成效显著。 2018 年
消除超大班额 385 个、 大班额 169 个；
2019 年消除大班额 414 个， 提前完成
全面消除超大班额、大班额的任务。 新
增学位、合理分流、均衡师资……唱响
“三重奏”，打好“组合拳”，零陵区向着
问题出发，直面难题，攻坚克难，推动教
育由基础均衡向优质均衡跨越，千年古
城焕发勃勃生机。

扩建后的永州市七中

徐家井小学旧址

徐家井小学新建的校园

标准班额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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