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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

◆汨罗市职业中专学校校长甘瑛在欧洲考察职教

株洲市云田中学是由株洲市教育局、云
龙示范区社会事业部统筹安排规划， 由湖南
省示范性高中株洲二中托管的一所九年一贯
制中学。 通过委托管理这种新型的合作办学
模式，短短两年时间，云田中学实现了一个大
跨度的飞跃， 学校各方面都取得非常大的发
展，得到了教育行政部门和社会的广泛好评。
树立品牌意识，实施精细管理，实现科学发展

作为株洲二中的托管学校， 在校园文化
建设方面云田中学秉承了株洲二中的传统，
以“让教师更有效地教学，让学生更有效地学
习”为办学宗旨，以“促进学校科学发展，促进
教师专业成长，促进学生素质提升”为办学思
路，以“全市一流，全省知名，教育高质，管理
高效”为办学目标，确立“学会思考，学会选
择，学会合作，学会创造”的校训，确立“养正，
厚德，笃学，尚行”的校风，确立“因材施教，教
学相长”的教风，确立“尊师乐群，博学好问”
的学风。

学校在管理机制与模式方面也趋于健
全、成熟。 建立了以教代会、校务会为主的决
策体系，以党支部、工会为主的监督体系，以
中层处室为主的执行体系，以年级组长、学科
组长、班主任为“三个核心”基层管理体系互
相配合，形成决策科学正确、执行高效有力、
业绩稳步增长的管理效果。 并以此为基础建

立和健全了一系列的管理和奖励制度， 落实
到每一个细则，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实行教导合一，促进专业发展，提升办学质量

办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 云田中学在
以新课改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研究和“自主合
作探究”理念下的教学模式研究稳步推进，课
堂教学效益逐步提升。在托管背景下，株洲市
二中、 株洲景炎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的带动
和辐射效果明显， 多种形式的教研活动蓬勃
开展，实现年级、学科、个人全覆盖。

不断提高师生综合能力是取得好成绩的

基础。在师资方面云田中学充分
利用托管学校的资源优势，大力
提高师资综合水平，采取补充新
人、 培养骨干双管齐下的措施，
首先大力引进新鲜血液，2011
年、2012年共新聘教师 34位（其
中研究生 6 人）， 师资队伍的结
构得到明显优化。同时加大对原
有骨干教师的培养力度，在完成
国家、省、市、区四级培训任务的
同时，有力地坚持了“教中研、研
中教” 的原则开展校本培训，促
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多名教师
分获株洲市“百优教师”“百优教
学能手”“百优班主任” 等荣誉。

在学生素质方面又充分的学习和利用株洲二
中的经验， 坚持以培养学生自主能力为中心
的德育管理。 将德育教育系列化、品牌化、课
程化、 网络化，“云中艺术节”、“民族精神教
育”、“青年志愿者”等一系列学生活动蓬勃开
展，师生活力不断增强。

借助一系列的措施， 云田中学办学成绩
有了长足进步。 2012年 98名毕业生，实现 5B
以上 20人，其中 5A为 1 人，4A1B 为 3 人，语
文、英语两科平均分均超过全市平均分，扭转
了多年来合格率、 优秀率全市排名落后的局

面。 2011 年底，云田中学被评为了优质初中
培养校合格学校，并以“优质教育资源介入下
的教学研究与合作” 项目荣获市城区初中创
优工程单项特色奖，并为云龙示范区获得“教
育群众满意奖”做好了相应的工作，谭校长的
湖南省教育学会十二五课题《基于城乡转型
时期薄弱学校团队合作下课堂分层教学研
究》获得城区初中创优工程优秀课题奖。
践行服务育人，提供有力保障，突出社会效益

为了给全校师生创造更好的学习和生活
环境， 云田中学对学校后勤工作也进行了大
力的改进。通过更新理念，后勤部门牢固树立
了后勤为教育教学、为师生服务的理念，同时
学校着重增强硬件设施， 改善教学设施设备
以及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这一举措得到了全
校师生的一致好评， 也获得了家长和社会的
广泛赞誉。

株洲云田中学的名校托管办学模式走在
湖南省的前列，仅仅两年时间便成绩斐然。如
今，由株洲云龙示范区投资近亿元，占地 100
亩的新校区即将动工， 届时云田中学将展现
出更加崭新的面貌。 我们相信在株洲市教育
局、 云龙示范区社会事业部和株洲市二中的
正确领导和指导下， 由校长谭宁宇领航的云
田中学将更加辉煌。

他，扎根山村，忠诚履职不懈怠；他，情
系职教，高举旗帜不动摇；他，直面挫折，从
容淡定不畏缩。 他是撑起乡村职教一片蓝天
的硬汉子，以他的忠诚与勤奋铸就了学校事
业的辉煌。 他，就是汨罗市职业中专学校校
长甘瑛。

孩子，是他永远的牵挂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

在职业学校家庭困难的学生特别多，针对这
一情况，甘瑛走上校长岗位后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大规模减免贫困学生的学费，为此甘校
长想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办法。 学校成立奖学
助学基金，通过开家长会、校友联谊会、走访
知名企业、媒体宣传等多种形式广泛发动和
宣传使全社会都来关注贫困学生，这在社会
上引起了强烈反响：2006 年 2 月台湾校友左
竹然回母校，决定每年捐款 2 万元专门奖励
学习成绩优秀的贫困学生；2012 年广东校友
会共募集奖助学金 25 万元……2006 年至今
学校募积资金 230 万元,共有 2620 名贫困学
生获得奖励和资助。

“天生我才必有用”，甘校长有意识地收集
了大量职业学生成材的事例， 用此去开导老
师，激励学生，他认为“人人有才，人无全才，扬
长避短，个个成才”，他认定“致天下之治者在
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

学校”， 他认为凡是学生正当的需要和
爱好学校都应该尽量给以满足和引导，
而不能用统一的班级授课，统一的学习
进度，统一的大纲和教材，统一考试和
答案和统一的人才规格来看待学生甚
至限制学生的发展。为此甘校长在全校
大力倡导各类文体活动的开展和学生
社团的建设。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个展示
了自己风采的舞台，使学生的爱好得到
充分发展。

爱孩子应该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未
来。 甘校长非常关注学生的就业安置，
为了让学生在企业岗位安心就业，甘校
长在每一次的家长会上都要郑重承诺
五个“不送”：小企业不送，工作环境差的企业
不送，科技含量低的企业不送，待遇差、保障低
的企业不送，管理不规范的企业不送。

三农，是他永远的情怀
甘瑛校长说：“学校办在农村，学生来自

农村，家长大多是农民，我们要始终坚持姓
农不改姓，兴农不变心，把学校办在农民的
心坎上。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他时刻挂记
在心头。 为了搞好阳光工程培训，更好地服
务于新农村建设，学校成立了农业科技推广
与培训部，开设阳光工程培训班；与汨罗市
农业局、科技局等合作建立了大荆、黄柏、李
家、楚塘、高家坊 5 个科技示范基地；协作建
立了屈子祠镇金沙村、新市镇新书村、高家
坊镇的沙河村和高华村 4 个新农村建设示
范点；委派培训科科长彭雄兼任高坊镇沙河
村村支部书记。 甘校长亲自蹲点沙河村、高
华村，深入五保户、贫困户访贫问苦送温暖，
带领当地村民兴修水库，开挖渠道，拓宽并
硬化公路，实施农电网改造。 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大力引进特色农业，组织剩余劳动力

培训并转移就业， 帮助当地农民脱贫致富。
近几年来，学校通过科技培训网络，培训农
民骨干、村组干部、企业员工 1.3 万人次，印
发《致富园地》、《绿野》等科技快报和各种实
用技术资料 15 万多份， 大面积推广了无公
害反时令蔬菜的种植、牲猪繁殖、特种养殖、
农产品加工等实用技术。 全市科技示范户由
1998 年的 4612 户发展到现在的 12635 户，
为我市跻身湖南省十强经济县市作出了极
大的贡献。《中国青年报》曾以《以新农村建
设为己任》为题报道了学校服务新农村建设
的成功举措和成绩，甘瑛校长也被评为第二
届“全国新农村建设模范人物”。

事业，是他永远的追求
甘校长一身正气，一切以事业为重。 他

时刻告诫行政领导同志常思贪欲之害，常怀
畏民之心，对与学校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及个
人赠送的礼品坚决予以拒绝，他妻子虽然要
照顾瘫痪在轮椅上的孩子，但是从没有离开
过教学一线。

随着学校事业的发展，学校赢得了各方

面的赞誉。 而甘校长清醒地看到学校这时还
只是简单的量的扩张，学生就业也还是简单
的劳务输出。 他告诫大家：“职业教育只有做
到产教对接，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技
能型人才，才能步入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 ”
为此，他提出了“对接长株潭，融入经济圈，
打造两型城市后花园里的精品学校”办学构
想，提出了“依托市场办专业，办好专业兴产
业，凭借产业促就业”的专业建设思路，提出
了“五化”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即：“课程整合
化、教学模块化、教师师傅化、考试驾照化、
评价社会化”。 近年来，学校根据汨罗市社会
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确定了重
点建设好数控技术应用等五大专业及其专
业群。 各重点专业利用各类优势资源从企业
引进生产线，打造融教学、实习、生产于一体
的教学工厂，在校内办起了对接产业的机械
配件厂、服装厂、食品加工厂、电子成型车间
和四星级农庄；从企业拿订单，举办订单班，
开办了“加华牛业班”、“鸿准模具班”、“三一
重工班”、“LG 电子班”、“报喜鸟服饰班”等；
与盈田米业等市内外大中型企业联合办学、
共建实训基地。

忠诚铸就了学校事业的辉煌，甘校长赢
得领导群众的一致肯定，先后被评为：汨罗
市优秀教师、汨罗市十佳德育工作者、岳阳
市职业教育先进工作者、 岳阳市 2005 年度
十佳经济新闻人物、 岳阳市十佳师德标兵、
湖南省中小学德育标兵、 湖南省优秀教师、
全国电教先进工作者等。 是湖南省职业教育
十一五、十二五项目评估专家组成员，是岳
阳市专家委员会副主席，2005 年中国教育联
合会授予他“全国职业教育杰出人物”的殊
荣，2010 年被评为第二届“全国新农村建设
模范人物”。

本报记者 钟三英 喻伟铖 通讯员 黄吉林 周厘米 张军

———访汨罗市职业中专学校校长甘瑛
撑起乡村职教一片蓝天的硬汉子

【湖湘名校、名校长访谈系列】

走托管特色之路 办享誉湖湘名校
———记株洲市云龙示范区云田中学

本报记者 刘瑛

◆株洲市云龙示范区云田中学校长 谭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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