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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关切的教育事

对于江西省芦溪县张佳坊乡山
区的孩子来讲，曾经的上学路要起
早贪黑、披星戴月，去到离家8公
里外的学校。而今走上不到百米的
小路，便是焕然一新的学校校门。
这缩短的不仅仅是空间上的距离，
更是教育的差距。

芦溪县教学点重生的背后，是
当地县委、县政府切实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的决心。义务教育作为
造就人才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
程，对整个社会发展起着基础性、
先导性作用。公平且优质的教育，
不是空洞的。教学点的重开看似简
单，若非亲历，很难知道其中的万
千曲折。当地县委、县政府下决心
做强教学点，为的就是让山里娃能
在家门口“有学上”，在家门口就能
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

完善学校硬件设施，打造新时代
乡村校园。教育的发展需要硬件和软
件的共同支撑。地处偏僻的三江口小
学，从只有5名学生报名，到招收到越
来越多的学生；从老旧的教学楼到重
建后焕然一新的校园……这些都离
不开当地教育系统的支持和教师的
努力。虽然地处偏远，但通过建设更
美的校园、丰富的课程，学生的幸福
感将不断提升。

加强师资力量与教师培训。想
要为山区的孩子打开一扇窗，教师
是关键。配好师资，并建立培训机
制，每周都组织半天的业务培训，这
不仅体现了当地教育局的人文关
怀，更体现了他们想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的担当与决心。相信有了更
好的教师资源，未来山里孩子的成
长道路会越走越宽。

让山里孩子“有学上”“上好学”
本报评论员

出家门，迈上三五个台阶，再
走上不到百米的小路，抬头便是三
江口小学的校门。这是江西省芦溪
县四年级学生罗益清的上学路，前
后不到5分钟。

若时光倒回一两年前，罗益清
每天还得到离家8公里外的张佳坊
学校上学。“家里有人送就坐车，
没人送就走路，早上6点多就得起
来。”罗益清对此记忆犹新。

作为赣西小县芦溪最偏远的乡
镇之一，张佳坊乡山区孩子们的上
学路有坎坷，也有温情。故事的背
后，是一场教育的双向奔赴。

推平一座山，重建一
个教学点

2020年9月撤并，2022年9月
恢复招生，短短两年，三江口小学经
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改变。

作为张佳坊乡的三江口、报恩
台和朋乐3个自然村里唯一的学
校，三江口小学学生最多的时候达
到200多人。但随着城镇化进程加
快，老旧的教学楼适应不了新时代
的需求，学校生源锐减。

2020年 9月，三江口小学只
迎来了5名报名的学生。

“除了四年级有两名学生外，一
到三年级都只有一名学生，年轻教
师也不愿意来，全校就我和另一位
老教师，要开课的话只能包班进行
复式教学。”说这话的谢院萍在三江
口小学教了大半辈子书，年过50的
他没想到，村民会“舍近求远”把孩
子送到中心学校甚至县里去读书。

考虑到农村家长对孩子“上好
学”的需求，加上这个教学点离中
心学校——张佳坊学校只有8公里
路，若把教学点撤了并入中心学
校，有利于集中资金着重发展中心
学校。当地教育部门当年在做通家
长工作，并征得当地村委会同意
后，把这5名学生、两名教师转入
到张佳坊学校。

虽然家住在张佳坊学校所在的
乡镇中心地段，撤并后上班路近了
不少，但谢院萍还是想回三江口小
学。每次看到报恩台村和朋乐村的
一些孩子每天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
来上学，谢院萍都会心有不忍。

其间，谢院萍还会不时接到村
民的电话。2021年上半年，谢院
萍前后接到17位家长的电话，说
孩子还是想回三江口小学上学，希
望能预留学位。

谢院萍赶忙向中心学校和乡政
府报告，申请恢复三江口小学。“针对
中心学校下面的教学点，我们每年都

会开展入学调查，最大可能满足百姓
就近入学的需求。”张佳坊学校校长
方小龙介绍，最终教育局决定三江口
小学从2022年秋季起恢复招生。

考虑到预制板搭建的教学楼已
不适应新形势，加上周边幼儿也有
入园需求，教育局前后投入268万
元，推平学校后面的一座山，新建
了一个校园。

为了保证项目按时完工，可忙
坏了方小龙，从 2021 年 6 月到
2022 年 2 月，只要中心学校没
事，方小龙就会出现在三江口小学
的工地上，督促施工进程。

2022年 9月，谢院萍回到了
崭新的三江口小学。让他欣喜的

是，除了最初和他表达过入学意向
的17名学生外还有几名学生报名
入学，实际报名人数达到24人，
学校的附设幼儿园也迎来了17名
幼儿。

“我们班上有9盏灯、6个风
扇、一台一体机，墙壁贴满了瓷
砖，一切都是新的，但同学都是之
前在张佳坊学校的，以前经常迟到
的同学现在都不迟
到了。”罗益清坐
在自己的座位上，
自豪地告诉记者，
全班同学都去她家
玩过。

（下转第二版）

山区教学点的重生之旅
——江西省芦溪县心系百姓办好乡村教育的故事

本报记者 甘甜

重建后的三江口小学全景。 黄新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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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
意气，挥斥方遒……”在湖南省郴州
市永兴县全民阅读节的活动现场，孩
子们沉浸在阅读的快乐中，活动现场
书声琅琅。

十年来，永兴县教育质量从持
续低迷到如今的全市领先，走出了
一条颇具特色的以阅读助推教育质
量提升的发展之路。在湖南省人民
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2021年度县级
教育工作两项评价中，永兴县政府
及党政主要领导履行教育职责评价
均为优秀。

10 年前，永兴县教育局提出
“阅读立人”理念，成立阅读办，负
责县域阅读教育的顶层设计与推广实
施。在“种子先行、影子跟进”的思
路指引下，通过立项建馆（室）、分

类培训、课程开设、专项考核等措施
深入推进。各中小学始终立足发展学
生的核心素养，围绕“提高阅读兴
趣、养成阅读习惯、发展阅读能力、
提升阅读素养”的四维目标实施阅读
教育。

近年来，永兴教育培养了一批
“阅读推广人”，创建了一批“阅读种
子校”，带动了一批“阅读影子校”，
永兴县阅读教育蓝图已绘就铺开。

走进永兴任何一所学校，都能发
现图书馆是学生们最喜欢的场所。学
校打造了集“藏、借、阅、演”为一
体的阅读空间，让学生以最舒服的状
态进行阅读。学校定期购买最适合学
生的书籍来充实书柜，让学生在校就
能借阅到最新的书籍。此外，有条件
的学校还建设了走廊书架和楼梯转角

小书吧。
一支优秀的“阅读推广人”队伍

无疑是县域深入推进阅读教育的“法
宝”。永兴县积极提升教育人的阅读
素养，提倡将阅读融入工作与生活。
从县教育局领导到校长，均带头读
书，从而带动基层教师阅读。不少学
校每学期都开展“共读、共谈一本
书”的教师阅读活动，阅读已然成为
教育人的常态。

永兴县以“走出去，请进来”的方
式开展教师培训，先后有计划、有目的
地派出上千人次参加国家、省、市级阅
读活动，教师们在永兴能聆听到徐冬
梅、袁晓峰、薛瑞萍、韩兴娥等国内知
名阅读推广人的现场讲座，孩子们在
校园能与沈石溪、曹文轩等儿童文学
家面对面地交流。（下转第二版）

湖南省永兴县培养“阅读推广人”、创建“阅读种子校”——

用阅读撬动教育质量提升
通讯员 黄艳芬 雷燕 本报记者 阳锡叶

推动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进行时

本报讯（记者 张欣）记者日前
从财政部获悉，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适应新时代学校德智体美劳

“五育”并举需要，中央财政进一步优化
完善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2023年安排1560亿元，
比上年增加115亿元，支持地方落实好

“两免一补”等政策，进一步提高义务教
育学校公用经费保障水平。

一是提高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基准
定额。经国务院批准，从2023年春
季学期起提高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用
经费基准定额，小学由年生均650元

提高到720元，初中由850元提高到
940 元，支持学校落实“双减”政
策、提升课后服务水平。

二是提高寄宿制学校公用经费补
助水平。在提高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
用经费基准定额基础上，对寄宿制学
校按照寄宿生人数增加公用经费补助
的标准，由年生均200元提高到300
元，确保寄宿制学校正常运转。

三是调整取暖费补助标准。为缓
解北方地区学校冬季取暖支出压力，
在落实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基础
上，根据义务教育学校取暖费决算数

据，进一步提高有关省份义务教育学
校生均取暖费补助标准。

在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时，中央财
政要求省级财政部门督促指导市县财
政部门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义务教育
学校公用经费，严禁滞拨缓拨经费，
严禁挤占、挪用、截留、克扣经费。
下一步，中央财政将继续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新
形势新要求，动态调整完善相关政策
措施，不断加大投入力度，优化支出
结构，支持和引导地方加快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2023年安排1560亿元，比上年增加115亿元

中央财政提高义务教育学校公用经费保障水平

推进高校科研组织模式变革从何处着力
【高教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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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事关高质量
发展、民生福祉和社会稳定，党中
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习近平总
书记先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等会议上作出重要部署，
作出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把促
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为抢抓毕业生求职关键期，教
育部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加快升学考
录、教师招聘、公务员事业单位招
录等政策性岗位招录时间安排，为
毕业生求职就业争取更多时间。同
时，部署各地各高校开展“春季促
就业攻坚行动”，挖潜开拓更多市场
化岗位，做实做细就业指导服务，
全力促进2023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
充分就业。

访企拓岗，扩大就业渠道
和岗位供给

促就业、稳就业，开拓岗位是前
提。各地各高校深入开展“访企拓岗
促就业”行动，高校领导班子主动走
进园区、走进行业、走进企业，与相
关单位建立就业合作渠道，汇聚市场
化社会化岗位资源，努力为毕业生挖
掘更多优质和精准的就业信息。

截至5月3日，“访企拓岗促就
业”行动参与高校2415所，走访用
人单位17.1万家，新开拓就业岗位
253.1万个。

四川省教育厅组织省内60所高
校的代表赴重庆联合访企拓岗，围绕
人才培养、供需对接、实习实践基地
建设、日常联系互访等签署了系列合
作协议。江苏省教育厅组织省内56
所高职院校和21所江苏联合职业技
术学院所属分院集中开展访企拓岗，
近百家用人单位参加对接活动，集中
提供岗位3000余个。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教育厅组织新疆大学、新疆农业
大学、新疆财经大学等10所高校负
责人赴乌鲁木齐市经开区开展“访企
拓岗”专项行动，搭建政校企交流合
作平台，进一步挖掘就业岗位。

万企进校，促进供需双方
精准对接

用好校园招聘主渠道，各地各高
校抓住求职招聘关键期，开展“万企
进校园”招聘活动，创造条件主动邀
请用人单位进校招聘，为毕业生求职
和用人单位招聘提供便利。

截至目前，全国31个省 （区、
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组织开展

线下大型招聘活动，累计举办12.5
万场，参会企业145万余家，提供岗
位信息3511万余个。

4月28日，由全国工商联、教
育部、人社部主办的“百城万企”民
企高校携手促就业行动在北京联合大
学启动，通过在全国100个以上高校
集中的城市，开展校企供需对接会和
人才招聘双选会等一系列活动，引导
更多高校毕业生到民营企业就业。

各地各高校招聘活动密集举行。
4 月 15 日，石家庄铁道大学举办

“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暨2023届毕业
生春季校园招聘会”，324家企业提
供涉及新能源、交通运输、机械制造
等领域9000多个岗位。4月20日，
云南省2023届理工类高校毕业生专
场招聘会在昆明理工大学举行，来自
四川、重庆、广东等20余个省份的
432家企事业单位参会，为毕业生提
供岗位1.5万余个。4月 22日至 23
日，黑龙江省教育厅会同相关部门在
哈尔滨师范大学、东北农业大学举办

“振兴龙江 邀你同行”2023年度
“市委书记进校园”引才活动，共有
220 家企事业单位提供岗位 1.7 万
个，参会毕业生近2万人。

（下转第二版）

教育部部署各地各校全力促进2023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精心护航毕业生求职之路
本报记者 武一

千方百计促进大学生就业

近日，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羊木中学学生在大课间练习“足球操”，沐浴春光，强
健身体。 王浚录 摄

活力“足球操” 亮丽风景线校 园季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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