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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绍弟局长：祝您的理想早日实现，希望苏仙区的教育越办越好！ ———姚瑶

让学生受到高质量的教育， 提高教师队伍

的素质是根本。刘绍弟对记者说，现在整个苏仙

区教师队伍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是教师老龄

化问题突出。自从国家取消毕业分配后，整个苏

仙区有 11年没有招聘教师，现有在职教师 3456

人中，50岁以上的接近 40%， 而 30岁以下的不

到 5%。 其次，农村中小学专业学科老师严重缺

乏。 新课改以来，新增设的课程越来越多，如小

学英语、 信息技术等课程都要作为正规的课程

开满开齐， 但是在农村中小学要达到新课改的

规定很难。 此外，新课改要求把课堂交给学生，

开拓学生智力，开阔学生眼界，这对教师的知识

结构、视野和思想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部分教师

难以胜任这一点。最后，整个教师队伍的师德师

风有下滑趋势。 刘绍弟告诉记者， 他曾经在 12

所学校对老师进行不记名的民意调查， 调查老

师是怎样看待教师这个职业的。 只有不到 10%

的老师把教师当做要为之奋斗的事业， 而大多

数老师都把教师看做一种谋生的手段或是普通

职业。 不少教师在教学上没有目标。

针对这些问题，苏仙区教育局从今年开始

启动“名师”、“名校长”建设。 今年九月份将推

选出第一批“名师”、“名校长”。 与以往评选的

“优秀园丁”、“先进教育工作者”不同，“名师”、

“名校长”的评选没有名额限定，只要达到考核

标准的老师、校长都能够当选，它将成为苏仙

区教育工作者的最高荣誉，当选的老师、校长

每人每月可获得奖金 200元。 刘绍弟说：“我们

常提出要让老师向专业型、 事业型教师发展，

不少老师心中没有这么个概念，但是有了‘名

师’、‘名校长’的评选，对老师来说就有了一个

努力的方向和追求的目标。 ”

在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上，苏仙区一方面

加大教育教学质量检测力度，一方面加强教师

培训。 刘绍弟告诉记者，现有的教师培训大多

都是一些指定性的培训，每个学校参加培训的

老师都很固定， 一部分老师是培训专业户，而

一部分老师多年没有接受培训。 因此，苏仙区

将根据本土教学的实际情况， 展开教师培训，

让每个教师都有学习的机会。 刘绍弟还计划组

织全区在职老师进行一次文化素质水平测试，

掌握全区教师文化素质的总体水平，具体的测

试方法现在还在商讨当中。

为了补充教师队伍的新鲜血液，苏仙区去

年选送了 4 名高中毕业生和 20 名初中毕业生

参加师范生免费教育，并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了

22名农村学校紧缺专业教师，还为山区教师设

立了每人每月 100元岗位津贴。

苏仙区教育局局长刘绍弟（左一）在市四完小看望患病儿童

关于苏仙，有这样一个传说。

西汉文帝年间，郴州一位姑娘

潘氏在河边洗衣时遇奇怀孕，在牛

脾山桃花洞内生下一名男孩，名叫

苏耽。 苏耽靠鹤覆鹿乳长大，聪颖

勤奋，得异人授仙术，通医道，识百

药，为民治病，造福乡里。 十三岁时

苏耽跨鹤升仙， 后人把他称为苏

仙。

传说中的苏仙早已驾鹤远去，

空余白云千载悠悠。

然而，当记者冒着酷暑深入采

访苏仙区的教育之后，竟产生这样

的疑问：是苏仙人在阐释传说中的

感动？ 还是传说早就预示着今天的

现实？ 是的，苏仙人对教育的重视，

对培养人才的执著，不能不让人为

之动容。

苏仙区学校大多分布在农村，城区学校比

较少，但是进城务工和经商人员的子弟却逐年

增加。 为了解决好弱势儿童的入学问题，苏仙

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切实保障了他们的受教

育权利。 首先落实政策，坚持“流入地政府为

主”和“公办学校为主”原则，然后要求各街道

办事处、社区积极配合教育部门，认真做好调

查，建立档案。 对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经商人

员子女，教育局以就近入学的原则进行统筹安

排，学校必须接收入学，确保他们与当地居民

享受同等条件的义务教育。

记者到郴州市八中走访了一些外来人员

子女，来自湘乡初一 220 班的文静云告诉记

者，她的父亲去年在郴州开了一家自行车销

售店。 今年开学，她跟着父亲来学校报到，本

来还担心学校不接受， 入学手续很复杂，后

来不但顺利地报了名， 程序也十分简单，只

要把证明材料和入学申请递给校长，校长在

申请上签字即可。 来自邵东，现就读于郴州

市五完小六年级的刘悦， 家庭十分贫困，父

母靠弹棉被为生，他和弟弟两人都就读于五

完小，学校不但没收借读费，还为他们办理

了“两免”手续。

朝阳培智学校是一所创办于 2003 年的民

办智障儿童少年培训学校。 校长扶晓萍告诉记

者，到目前为止学校已经投入了 90 余万元，为

智障少年儿童减免 10 余万元培训费，32 位教

师用爱心送走了 260名智障少年儿童。

据统计，仅 2007—2008 学年，在苏仙区城

区就读的进城务工、 经商人员子女到就达到

4374 人，由于措施得当，全区小学、初中入学

率、巩固率都达到了 100%，真正做到了一个也

没有少。

义务教育 一个都不能少

城市学校办学条件好， 但是学位拥挤；农

村学校学位轻松，但是教学条件差。 要解决这

个教育难题，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是关键。

城办高中、片办初中、乡办寄宿制完全小

学， 这是苏仙区教育局整合教育资源的构想。

局长刘绍弟告诉记者，目前农村中小学布局点

多面广、条件落后，很多村小一校一师，没有教

学氛围，无法实现集体备课，也无法实现教学

常规管理，教学质量无法保证，学生集体意识

和团队意识都难以养成。 如此整合以后，不仅

能优化教学资源，也可以保证教学质量。 09年，

苏仙区在北面启动了片办初中建设， 将廖王

坪、岗脚、栖凤渡乡镇高中并入市十二中。 而南

面的片办初中建设将于明年启动。

办农村寄宿制小学，不仅对学校的硬件提

出了更高的标准，由于要照顾低年级学生的起

居， 对老师的教育水平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目前全区正在进行的合格学校建设正是改善

农村学校办学条件的良方。 2008 年，苏仙区投

入 586 万元，建好了白露塘、良田、大奎上 3 所

农村合格学校。 白露塘镇中学校长曹爱国告诉

记者，原来学校很破旧，难以留住学生，去年，

学校通过合格学校建设改善了办学条件，已有

40余名学生回流。 据了解，苏仙区今年已投入

430万元启动了 7 所合格学校建设， 计划明后

两年完成 11 所合格学校建设，到 2011 年全面

完成全区 21 所合格学校建设目标。 在师资方

面，刘绍弟说，一些年纪较大、不适合继续从事

教学的老师，可以承担起低年级学生的保育工

作，而教育局也会在这方面加强对农村教师的

培训，不仅培养教学型老师，也要培养生活型

老师，这样家长才会放心孩子在学校寄宿。

如果说建设合格学校是解决农村学校太弱

问题的良方，那么，实现城区学校扩容提质工程

就是解决城区学校太挤问题的猛药。 刘绍弟告

诉记者，目前，区直小学为郴州市一完小、四完

小、五完小、十二完小，4所小学承载着苏仙区一

半以上小学生入学的重大负荷。 郴州市一完小

平均班额 82人，比国颁标准多 37人；郴州市四

完小平均班额 54 人，比国颁标准多 9 人；郴州

市五完小平均班额 61人，比国颁标准多 16人；

郴州市十二完小学平均班额 50人，比国颁标准

多 5人。 4所小学生均校园、校舍面积都严重不

足， 特别是市一完小生均只有国颁标准的 16%

和 31%。 学校周边状况极其复杂，没有任何扩容

的余地。 学校布局也不合理，整个城东只有市一

完小一所较大规模的小学，市四完小、五完小、

十二完小因校园小、 规模小、 办学条件相对滞

后， 使本来就服务任务重的市一完小更加不堪

重负，划片入学的计划难落实。 为了解决城区义

务教育学位紧张的问题， 苏仙区计划 3至 5年

大力整合城区教育资源，科学实施扩容工程，预

计投入 1.36亿元，采取“调、建、扩”的办法，调整

办学类型， 整体接收高职东院和郴州幼师举办

小学，增位 5000个；新建湘南小学和白水小学，

增位 4500 个；扩建白露塘中学，使其达到 3000

个学位的容量，解决新城区初中生入学问题。

优化教育 减小差距

职业教育为地方经济服务， 这是苏仙区

发展职业教育的理念。 2008年，苏仙区开始整

合资源，成立区职业教育中心。 每年对未能升

学的初、 高中应届毕业生实施为期两年的免

费专业技能培训。 培训学费、课本费由区财政

负担， 农村贫困家庭和城镇低保家庭子女优

先安排。 经过培训综合考核合格者，颁发中等

职业学校毕业证书。 仅去年一年，全区阳光工

程培训 984人，扶贫培训 1670人，职业技能培

训 636 人，校企合作订单培训 915 人，教师培

训 1330人。

在实施一系列专业技能培训中， 苏仙区

走出了承诺招生、保证学好、订单就业“三步

棋”，坚持以就业为导向，让学生自主选择专

业，承诺专业就业去向，确保学员学有所得，

采取“订单式”培养模式，根据企业所需设置

专业、计划招生规模，积极为培训合格的学员

推荐就业岗位， 并对上岗后不适应工作的学

员“召回”免费继续培训，实现就业一个也不

留。 第一职业中专的校长告诉记者，这里的毕

业生如今成了抢手货。 去年学校与郴州得月

楼酒店签订了培训学员的协议， 谁知道培训

结束后，学员全部被沿海城市星级宾馆“挖”

去了。 去年以来，已有 1260人顺利完成学业，

就业率达到 99.7%， 为每个家庭带来了每年

1.4万元的收入。

城乡教育均衡，各类教育同步发展，在郴

州市率先建成教育强区， 是苏仙区教育局努

力的目标。 采访结束时，刘绍弟对记者说，除

了实现教育强区的目标， 他还有一个更远大

的理想，希望苏仙区的每一个孩子“成人”，希

望苏仙区的教育能让这里的每一个孩子成为

健康、有理想、行为规范、对社会有用的人，如

果能达到这一点， 才能真正算办成了让人民

满意的教育。 这个理想的实现或许需要很长

的时间， 但是苏仙区所有的教育人都已经做

好了准备，正朝着这个理想奋进。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培养适应社会的

职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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