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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蒋夫尔） 坚
持高位推动，做到“一把手抓、
抓一把手”；坚持顶层设计，努
力实现公办普惠、优质均衡。近
两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
石河子市党委将扩大普惠性学前
教 育 资 源 列 入 重 大 民 生 工 程 ，
2021 年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94.59%。

2020 年，第八师石河子市
将城镇小区配套园治理列入重大
民生工程。为此，第八师成立专
班，各相关职能部门加强联动。
同时，建立督查考核奖惩机制，
每周通报任务进展。

经过奋力攻坚，第八师石河
子市圆满完成 24 所城镇小区配
套园治理，新增普惠学位 8320
个。

为努力实现公办普惠、优质
均衡，近三年，第八师石河子市

先后投入 2.1 亿元用于新建 4 所
公办园；投入 2414 万元，完成
24 所城镇小区配套园治理；拨
付 2287 万元，用于改善普惠性
幼儿园办园条件，提升保教质
量。

在推进普惠性幼儿园建设过
程中，2020 年第八师石河子市
坚持“一园一案、分类施策”。
对 4 所国有产权的小区配套园，
全部限时完成产权移交工作，并
委托办成普惠性民办园；16 所
民办园，进行过渡期治理，并认
定为普惠性民办园；市区新建
4 所 公 办 园 ， 已 陆 续 投 入 使
用 ； 同 时 ， 新 建 投 入 使 用 2 所
团场公办中心园，增加团场普
惠性学位 540 个。

据悉，第八师石河子市教育
局还积极与编办、人社等部门协
调，采取多种方式补足配齐幼儿

园教师，对公办园编制外聘用教
师由人社部门审批，与编制内教
师同工同酬，切实保障幼儿教师
待遇。

据第八师石河子市教育局党
委书记、局长肖晨曦介绍，为进
一步完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
系，下一步，第八师石河子市将
围绕继续增加学位、扩大普惠、
加强管理、提高质量等多重任
务，统筹推进加大投入、加快建
设、加强监管等各项工作。

普惠园覆盖率达94.59%

本报讯 （记者 唐琪） 我国
每年约有 2.2 万名未成年人因道
路交通事故致死、致伤，而致
死 者 中 有 1/3 死 于 乘 车 过 程
中。儿童安全座椅等装置能起
到很好的保护作用，多项法律
法规也明确要求为儿童配备安
全座椅。

但调查显示，“北上深”三
地虽有近八成家庭给孩子配备
了安全座椅，却只有约半数能
坚持使用。这是记者日前从中
国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举
办的专题研讨会上获悉的。与
会专家呼吁，各地应制定更加
细化的措施推动安全装置的正
确使用，为儿童道路交通安全
扫清隐患。

世界卫生组织 2018 年 《全
球道路安全现状报告》 显示，交
通伤害是 5—29 岁人群的首要死
亡原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交通
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副教授马社
强说，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因交
通事故死亡的数据是逐年降低
的，但受伤数据仍在逐年增加。

其中，1—6 岁儿童因交通事故
受伤的情况比较显著。

实验证明，强制使用儿童安
全座椅、安全带、头盔等保护装
置能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某大
型 电 商 数 据 显 示 ， 2021 年 1—
11 月，儿童安全座椅销量比去
年同期增长 16.8%，销售额增长
27.2% ， 家 长 的 购 买 意 识 在 增
强。然而，全球儿童安全组织
2021 年初在我国“北上深”三
地的一项调查显示：虽有 79%
的 家 庭 给 孩 子 配 备 了 安 全 座
椅，但其中只有 53%能坚持每
次出行都使用，而安全座椅的
正确使用方法，仅有半数家长
掌握。

在加强儿童道路交通安全法
治保障层面，2021 年是个关键
年。3 月份公安部公布的 《道路
交通安全法 （修订建议稿）》 对
禁止儿童坐在副驾驶位和强制使
用儿童安全座椅等约束做出系统
规定。6 月 1 日起实施的新修订
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 中，第一次要求为未成年

人 配 备 儿 童 安 全 座 椅 。 9 月 27
日公布的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21—2030 年） 》 新 增 “ 儿
童与安全”领域，并将“推广使
用儿童安全座椅、安全头盔，儿
童出行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作为
该领域的主要目标之一。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
中心副主任于旭坤谈道：“虽然
国家层面及一些地方出台了相应
规定，但很多地方仍缺乏对儿童
出行安全的关注，亟须制定 更
加细化的措施以推动其落地实
施。”

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道
路安全、伤害预防项目官员方丹
也表示，立法是最有效的办法，
但同时也要考虑家长“愿意用、
买得到、买得起、选得对、能
安装、装得多、用得对”等问
题。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
会长梁梅则提醒，在选购产品
时要注意产品安全、座椅与儿
童的体重匹配以及产品与车辆
的匹配，认准国家标准和 3C 认
证标识。

儿童安全座椅买的人多，坚持用的人少。专家呼吁：

细化安全措施 守护儿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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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八师石河子市

普惠性民办园是普惠性学
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但由于一些地方政府
的政策设计重规范、轻扶持，导
致普惠性民办园存在设施配备
不充足、优质师资较为匮乏、教
学方式“小学化”等质量问题。

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
背景下，地方政府的扶持政策
如何助推普惠性民办园质量提
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公共政
策是地方政府在一定价值观念
引导下，基于对社会问题的深
入剖析和理解，形成的社会治
理 工 具 。 明 确 政 策 的 核 心 理
念、关键环节、重点任务和优
先事项是确保公共政策精准有
效、运行顺畅的前提。地方政
府的普惠性民办园扶持政策应
牢牢把握以下方面。

树立公办园和普惠性
民办园一体化发展理念

完善普惠性民办园扶持政

策首先要明晰政策设计的核心
理念。

宏观上说，普惠性民办园
是普惠性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与
公办园共同提供普惠性学前教
育公共服务的社会责任，肩负
着保障适龄儿童接受优质均衡
学前教育的历史使命。因此，
扶持政策应该与学前教育公益
普惠、优质均衡的发展方向保
持一致，以公办园和普惠性民
办园一体化发展作为核心理念。

具体来说，公办园和普惠
性民办园一体化发展的根本宗
旨在于缩小不同办园体制幼儿
园在教育质量上的差距，促进
学前教育公平发展与质量提升
齐头并进。因此，普惠性民办
园的扶持政策应打破公办、民
办二元分化的传统思维，用一
体 化 发 展 的 思 路 改 革 财 政 投
入、教师管理、质量评估，在
保留并发挥公办园和普惠性民
办园各自管理优势的基础上，

促进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共
同发展。

基于标准生均成本测
算完善财政支持政策

教育质量提升离不开充足
的经费保障。在普惠性民办园
执行政府指导价的同时，直接
的财政支持便成为扶持政策中
必不可少的内容。全国各地的
普惠性民办园财政支持政策普
遍存在支持额度有限、地区差
异较大等问题，而破解问题的
关键在于根据生均成本核算确
定普惠性民办园财政支持标准。

在质量提升背景下，普惠
性民办园财政支持政策的制定
必须以标准生均成本测算为基
础。标准生均成本是依据政策
法规中幼儿园办园条件和办园
质量方面的评价指标，以现有
教育财务信息为基础，计算在
一定物价水平下培养一个学生
的平均生均成本。标准生均成

本能反映保证教育质量前提下
的合理必要支出，剔除超出质
量要求产生的浪费性、闲置性
成本支出，避免低成本运作引
发的教育质量不达标。

标准生均成本的测算可以
采用两种方法，即示范学校法
和 资 源 成 本 法 。 示 范 学 校 法
的核心思想是选择符合一定质
量要求的教育机构，对其进行
成本核算，获得相关机构的平
均生均成本，以此作为当地标
准 生 均 成 本 。 资 源 成 本 法 需
要 三 个 步 骤 ， 即 确 定 提 供 一
定 质 量 的 教 育 所 需 的 资 源 —
计 算 资 源 价 格 及 不 同 地 区 或
学 校 间 的 价 格 差 异 — 将 资 源
数 量 和 价 格 汇 总 形 成 教 育 经
费总额。地方政府可根据当地
学前教育发展实际情况和前期
经验，因地制宜选择适宜的方
法进行标准生均成本核算，在
标准生均成本的基础上完善政
府财政支持政策。

（下转第二版）

扶持政策如何助推普惠性民办园提质
徐莹莹 王海英

近年来，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新添堡乡中心幼儿园积极开发并有效利用教育资源，组织开展丰富多彩
的保教活动，通过亲子活动、家长助教、晨间操等活动，达到发展幼儿、成长教师的目的。同时，该园立
足一日活动，结合主题活动的开展、区域环境的布置，进一步增强幼儿动手操作的兴趣，确保每名幼儿在
参与活动的过程中，主动思考、主动实践，体验成功、感受乐趣。图为新添堡乡中心幼儿园大班幼儿和教
师马玉梅一起玩摇摇车。

本报记者 尹晓军 张学军 摄

老区娃的快乐时光

艹凡

视觉中国

供图

人生进入第 80 个年头，李
兰华仍未考虑退休。

在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文
峰幼儿园，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李
兰华长年独住在一间狭小的门
房里，操心着园里的大事小情。

用“辉煌”二字形容李兰华
的教育生涯并不为过——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教
师、全国“三八”红旗手⋯⋯
一名教育工作者能得的荣誉她
几乎得了个遍，在旁人看来她
早该颐养天年，享受天伦之乐
了。

然 而 ， 这 个 倔 强 的 老 太
太 ， 似 乎 天 生 是 闲 适 生 活 的

“绝缘体”。年轻时，她是村小
校长，带领师生在一片荒滩上

动手建起新校舍；快退休时，
她又四处奔走募资，建起了当
地第一所公办园。

家人即使偶有抱怨，也不
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她的人生
已经跟教育事业融为一体，不
分彼此。

桃李自成蹊

文 峰 幼 儿 园 1995 年 开 园
时，在园幼儿只有 80 多人，建
筑面积 800 多平方米,如今相应
的数字已是 600 多人、3000 平
方米，各种现代化设施齐全。
这一切，都倾注着李兰华的心
血。

个中渊源要从 20 多年前说
起。

20 世 纪 90 年 代 初 ， 在 陇
西安家门小学当校长的李兰华
在 县 政 协 任 兼 职 副 主 席 ， 一
次，县政协要求所有领导每人
负责抓一个民生项目。

一番思索后，办一所幼儿
园的念头浮现在李兰华的脑海
中。外出开会时，她见过城里
的孩子们在设施完备的幼儿园
里快乐玩耍，羡慕不已，“要是
陇西的娃娃也能像这样,那该多
好”。

办园的事提上了日程，从
筹资到搞建设都是李兰华在张
罗。那时她还没退休，50 多岁
的她一边当校长、上着课，一
边抽空往工地跑，事无巨细地
盯着从进料到施工各个环节。

1998 年退休后，李兰华被
返聘来管理文峰幼儿园，说是
返聘却不领工资，她并不觉得
自己在奉献，“我回家待着就要
生病，让我接着工作是组织关
心我嘞”。

有人直接把这所幼儿园称
为“李兰华幼儿园”，每当听到
她马上纠正：“这是公办园，可
不是我自己家的！”

这位曾经全省闻名的优秀
校长、数学特级教师自陈“不
懂学前教育”，但却一直极受孩
子们欢迎。爱唱歌的她一听到
适合的歌曲，马上自己先学会
然后带着孩子们唱；上小学时
从老师那儿学的“吹墨画”，她
有板有眼地教给孩子们，还给
每幅作品打分⋯⋯

除了日常管理工作，看大
门和打扫卫生的活也被李兰华
承包了。她独自住在园门口一
间狭小的门房里，每天凌晨 3
点多就起床，不到 5 点已在园
里巡视了一遍。有人劝她多休
息 ， 得 到 的 回 应 多 半 是 一 句

“工作越干越精神”。
这个讲了一辈子原则的老

党员，生怕“不小心占了公家
一丝便宜”。住在幼儿园里，她
从不吃食堂的饭，都是在狭小

的厨房自己动手做，饭菜也简
单得很，常常把洋芋切成丝在
锅里放点儿油一滚就是一顿。

李兰华的床上堆满了书和
笔记本，除了记录日常大事小
情，她每天在电视上看到觉得
有 教 育 意 义 的 新 闻 都 要 记 下
来，之后在党支部会上讲，每
周固定的集体学习时间又给老
师们讲。

“她是幼儿园所有人的主心
骨，有她在大家就感到安心。”
文峰幼儿园园长吴碧荣说。

幽兰异众芳

在 李 兰 华 的 教 育 生 涯 里 ，
“建校”二字像里程碑一样立在
两端，一端是文峰幼儿园，另
一 端 则 是 她 的 另 一 个

“家”——安家门小学。
安家门小学位于文峰镇边

上的安家门村。学校可以追溯
到 20 世纪 30 年代，但校史中
最重要的部分大多与担任过 20
多年校长的李兰华有关。

从 陇 西 师 范 学 校 毕 业 时 ，
李兰华原本有机会留在城里，
她却执意不肯，坚持去了一所
偏僻的农村校，又在 1969 年调
入安家门小学。

报到第一天，现实就给了
李兰华一个下马威：没有正规
校舍，120 多名学生挤在一座
废弃寺庙的大殿里上课，7 名
教师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
里办公。

“党把我这颗‘螺丝钉’拧
在哪儿，我就要在哪儿好好教
书育人。”回忆起那段日子，李
兰华对其中的艰辛一语带过。

来校 3 年后，刚满 30 岁的
李兰华接过了校长的担子，一
件大事开始在她心里酝酿：迁
校，建新校舍。

她四处奔走争取，冷嘲热
讽的声音却不期而至。领导也
表达过疑虑：“兰华，你一个女
同志能行吗？”

“我说，刘胡兰、赵一曼这

些英雄不都是女的吗，我咋就
不行？”说起当时的情形，李兰
华原本就颇为洪亮的声音又提
高了几分，“我是个倔脾气，认
准 的 路 ， 八 匹 马 也 休 想 拉 回
来。”

终于，迁校的事有了些眉
目 。 1975 年 县 里 拨 下 一 笔 资
金 ， 但 建 新 学 校 仍 有 很 大 缺
口。未经犹豫，李兰华做出决
定：带着师生自己动手盖房！

同样在那一年，李兰华入
了党，她的信心更强了。

建校的辛劳自不待言，原
本 对 盖 房 子 一 无 所 知 的 李 兰
华，带着师生边干边学，硬是
逼 着 自 己 成 了 采 购 员 、 装 卸
工、木匠、瓦匠⋯⋯

搬入新校舍后，安家门小
学 快 速 “ 起 飞 ”： 1980 年 起 ，
教学成绩一直稳居文峰学区第
一，1986 年起连续多年保持全
县第一。

这一切与李兰华的努力分
不开。

安家门小学现任校长孙烨
记得，刚来学校时，李兰华手
把手教自己如何驾驭课堂、跟
学 生 沟 通 ， 直 到 他 能 独 立 上
课，“李校长有不少管理工作要
做，还教毕业班数学课，但学
校只要来了新老师她都亲自传
帮带”。

良好的业务氛围使安家门
小学成了培养教育工作者的沃
土，从这里走出去的校长就有
20 多名，优秀教师更是数不胜
数。

随着安家门小学办学成绩
日渐提升，从 20 世纪 80 年代
末起，李兰华的事迹开始广为
人知。她的办学经验被总结为
以“爱校如家，爱师如亲，爱
生 如 子 ” 为 内 核 的 “ 兰 华 精
神”加以推广。1990 年，甘肃
省教育系统专门发文，提出全
省教育系统向李兰华和安家门
小学学习。1992 年，她又被选
为党的十四大代表。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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