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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六中校长解正军在当地

教育界算是个名人。 他先后把两所薄

弱学校建设成为省市名校，荣获过“全

国优秀校长”等无数荣誉，曾被教育专

家评价为“湖南基础教育的一面旗

帜”。 而他自己却说：“我这个校长不是

做大事的，而是做小事的。 ”

带小板凳听课的校长

解正军随身带着小板凳听课的

故事，在当地流传已久。 这条约 40厘

米高的小板凳， 跟随他已有 15年光

景。在校园里，师生经常会看到他提着

小板凳，匆匆走进教室。解正军说小板

凳携带方便，能与学生融在一起，不影

响教师的思路与情绪。 从沅江三中到

益阳六中，50 多个厚厚的听课本，记

录着 3000余节课的听课笔记。

解正军说，校长要有坐功，要坐

在教室里，坐在教师办公室，坐在师

生之中，才能了解第一手资料，把握

住教学的脉搏， 找到提升教学质量

的良策。

解正军在教学管理的另一奇招

是：要求教师和学生一起考试。 每年

的期中和期末考试，他都要带着全体

教师与学生同场竞技。 另外，每个学

期末，他还发给每位教师 5套高考模

拟试卷，要求他们在假期里完成，开

学后交回，并就完成情况向全校教师

通报。 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可以使

教师自我反省，与时俱进，更新教学

理念，增强课堂教学的针对性，有效

提高教学水平。

亲爱的校长

现在湘南学院读大三的匡霞辉，

对自己高中阶段的求学经历刻骨铭

心。 2007 年暑假，匡霞辉的父亲因

病去世，家里顶梁柱的倒塌，让正

读高二的他面临着失学困境。 解正

军得知情况后， 自己拿出 500 元钱

给他作为生活费，并免除全部学杂

费用。 两年后，勤奋好学的匡霞辉

顺利考取大学。 他说：“当年如果没

有解校长的关心和支助，就没有我今

天的大学梦想。 ”

湖南大学大一学生谢芬说，她

要感谢一生的人是解正军校长。

2009年春季开学后,解正军了解

到， 几十名贫困学生因没筹齐学费

还未报到。 他心急如焚地组织教师

下乡调查走访,并连夜召开校长办公

会,制定了一系列减免学杂费的政策

和助学措施，谢芬等 100名特优特困

学生获得了学费减免或助学金。 随

后，他还争取到朋友陈乐田的支持，

筹资 50 万元设立乐田奖学金，帮助

更多贫困学子完成学业。

解正军说， 教育事业发展的最

高理想是， 让孩子们有同等的机会

去享受到同等的教育资源。

当了 10 多年的校长，解正军有

一个习惯： 办公室的门从早到晚都

是大开着， 任何一个老师和学生都

可以走进来找他谈心。 他认为，学生

是学校工作和服务的对象， 教育的

本质就是爱，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设

立校长信箱，公开办公电话，承诺学

生：合理要求，大事不出 3天，小事当

天解决。 在校园里孩子们和他打招

呼时，都称他为“亲爱的校长”。

抠门的校长

走进益阳市六中， 你会听到鸟

语，闻到花香，感受到一种心旷神怡

的恬静。 别具一格的校园小路和文

化墙，蕴含着典雅之美；设计新颖的

艺体馆和高标准的运动场，彰显着现

代之美；错落有致的涌泉林和腾飞雕

塑，象征着和谐之美……这一切都出

自解正军之手。

在学校的硬件建设方面，解正军

的理论是： 最大的失误是规划的失

误，最大的浪费是重复建设。 2006年

7 月，解正军作为人才引进，调任益

阳六中校长。 （下转 A2版）

据新华社电 4月 24日，庆祝清

华大学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人民大

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大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他满怀深情地

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为我国广大有志青年提供了

创造精彩人生的广阔舞台。 我国青

年一代应该大有作为， 也必将大有

作为，应该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共

同为我们伟大祖国、 伟大民族更加

美好的明天奋斗、奋斗、再奋斗。

胡锦涛强调， 推动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

是基础。 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

的生命线， 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

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 全面提

高高等教育质量， 必须大力提升人

才培养水平， 坚持把促进学生健康

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

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必须大力增强

科学研究能力， 积极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重大需求，积极提升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

力， 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作出积

极贡献； 必须大力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 自觉参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快发展， 自觉参与推动区域协调

发展， 自觉参与推动学习型社会建

设， 为社会提供形式多样的教育服

务；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积

极发挥文化育人作用， 加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积极开展对

外文化交流。

胡锦涛指出，建设若干所世界

一流大学和一批高水平大学，是我

们建设人才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

重大战略举措。要以重点学科建设

为基础， 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

以创新能力提高为突破，加大支持

力度，健全长效机制，鼓励重点建

设高校成为知识创新的策源地、深

化教育改革的试验田、扩大开放的

桥头堡。

胡锦涛在讲话中向清华大学的

同学们和全国青年学生提出 ３ 点希

望。 一是要把文化知识学习和思想

品德修养紧密结合起来， 刻苦学习

科学文化知识， 积极加强自身思想

品德修养，立为国奉献之志，立为民

服务之志， 以实际行动创造无愧于

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二是要把

创新思维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

来，做到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

探索、 敏于创新， 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切实掌握建

设国家、服务人民的过硬本领。三是

要把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紧密结合

起来，实现思想成长、学业进步、身

心健康有机结合， 努力成为可堪大

用、能负重任的栋梁之材。

胡锦涛强调，教育大计，教师为

本。 广大高校教师要切实肩负起立

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做学

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要

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事业

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 充分

信任、紧紧依靠广大教师，形成更加

浓厚的尊师重教社会风尚， 使教师

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

又讯 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

建校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单行

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胡锦涛在庆祝清华百年华诞大会上寄语青年一代

为祖国奋斗奋斗再奋斗

做小事的校长

本报记者 肖小月 通讯员 杨亮波 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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