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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笔耕不辍 书写教育跨越
中国教育报
创刊40周年特刊
（1983—2023）

与教育同行

历史记录

尽管这段历程充满了艰辛曲
折，但是12年的改革成果，已经
在汨罗显现出来，并且展示出更美
好的远景。同时，这样一次经历了
时间和实践考验、检验的改革，为
正在探索素质教育的各地同行蹚出
了一条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996年6月10日《咬定
青山不放松——湖南汨罗市大面积
推行素质教育的探索》，作者：本
报记者 苏婷

采访者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片面追求
升学率冲击着基础教育。对于升学
率的紧追不放，直接导致学生课业
负担过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的重压，也让人才培养陷入重复教
育的恶性循环，基础教育改革势在
必行。

1984 年，当时的湖南省汨罗
市教委毅然作出决策，在全市范围
内对重复教育、班级学额、学生年
度留级率进行全面整顿，实行单方
面“裁军”。也正是在这一年，汨
罗出现了第一所由当时条件最好的
中学改制而成的职业高中。之后，
汨罗又举全市之力，办起了财贸、
卫生、工业等多所职业高中。

一方面是“三控制”，另一方
面是发展职业教育，汨罗大面积推
行素质教育的“棋局”由此铺开。
汨罗的基础教育改革面向每一类教
育，面向每一所学校，面向每一个
学生，面向学生的每一个方面；通
过督导独特的督政功能，使大面积
实施素质教育和为教育发展办实事
真正成为各级政府的行为。

及至 1996 年，汨罗教育人通
过 12 年的探索与实践，奋力走出

“片面追求升学率”怪圈，大力推
行素质教育，教育成才之路不再是

“独木桥”，而是“立交桥”。
1996年5月，我踏上了汨罗的

土地，探访该市走得并不平坦的素
质教育之路。

虽然南方的青山绿水就在近
旁，虽然对屈原故里早就心向往
之，但是行程紧迫，想象中的风景

和遗迹尚未“擦肩”便过了。然
而，也并不遗憾，在几天的采访
中，我通过与相关同志的交谈、访
问，亲身感受了汨罗实施素质教育
的勇气和魄力；通过实地走访当地
一些学校，参观、体验了大量促进
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课程、活动与
改革新举措，也看到了推行素质教
育的一些成果。

回京后，真情实感引领着我，
写出了 6000 多字介绍汨罗实施素
质教育经验的长篇通讯《咬定青山
不放松——湖南汨罗市大面积推行
素质教育的探索》。汨罗经验推出
后，在全国基础教育界引发巨大反
响。举个真实的例子，此后几年，
汨罗这座小城热闹非凡，前来参观
学习的人挤满了当地大大小小的旅
店。

回想起这次出差，似乎从一开
始就不同寻常：时任中国教育报总
编辑赵书生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布
置任务，说明报社对推进素质教
育、传播典型经验的重视。出差一
路，我与几位国家督学同行，深得
专家指点，受益匪浅。此行还赶上
当时分管教育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
清到汨罗考察素质教育，我也有幸
随同参加了在当地的活动。

可以说，奋力走出“片面追求
升学率”怪圈，大力推行素质教
育，湖南汨罗迈出了坚定的步伐。
汨罗推进素质教育的经验，在我国
基础教育改革的历史上留下了值得
书写的一笔。

（作者为本报记者）

基础教育改革值得书写的一笔
苏婷

历史记录

平度是教育与经济建设协调发
展的一个好典型，从这里看到了我
国农村教育的希望。更多的同志希
望从平度的经验中得到启发，探索
一条发展农村教育的路子。

——1988年1月26日《教育
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一个好典
型——山东省平度县教育工作考察
之一》，作者：本报记者 朱世和
高文元 鞠庆友 张增伦 李国早

采访者说

1987年12月14日至18日，原
国家教委和原农牧渔业部在山东省
平度县（现平度市）联合召开“全
国农村教育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经
验交流会”。我有幸随时任中国教
育报刊社社长兼《人民教育》杂志
总编辑朱世和同志、《人民教育》
编辑部二编室主任高文元同志参加
了这次会议。

这是我们二进平度。1986年6
月，就农村中小学教育如何适应农
村经济发展需要的问题，我们赴平
度调研，待了 20 天，对全县的中
心中学、职教中心、成教中心等进
行了全面的考察、调研。后来，我
们合作撰写的长篇通讯《他们在创
造性地工作》，发表在 《人民教
育》杂志1986年第10期上。

这一次，朱世和同志作为“设
计师”，原本准备写平度的续篇。
在听了经验交流和中国教育学会农

村教育改革研讨会的发言之后，
他认为：不写“续篇”了，应

该写这样一个题目——“农
村教育改革的实践和思

考”。到了 12 月 16 日，

他又说还是要写平度的续篇，并暂
定3个部分：经济、教育、措施。

交流会结束后，我们留在当地
采访。12 月 22 日，朱世和同志又
和我们谈起他的构想：标题叫“平
度人民的远见”。当时，我们的采
访对象平度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丁
日新同志也在场，他用浓重的胶东
口音说：“起点不低！评价高啊！”
朱世和同志说，这篇文章发出来，
肯定会引起强烈的反响。我们大家
都认为，他的想法越来越完善了。

从12月13日到22日，历时10
天的采访结束后，我们返回北京完
成稿件，高文元同志又对全稿进行
了修改润色，朱世和同志审定。

1988 年元旦过后，时任平度
县教育局局长肖怀沼同志、普教股
股长张增伦同志、《山东教育》杂
志主编鞠庆友同志，先后到京。我
们一起集中对稿子进行了多次调整
修改，于 1988 年 1 月 22 日定稿，
形成了山东省平度县教育工作考
察系列报道。

报道从 1988 年 1 月 26 日起在
《中国教育报》 分 7 期刊发，在全
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间到平度
参观考察的有六七万人之多，不少
省份还由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带
队。报道与其他几篇文章一起，由
何东昌同志作序，原国家教委办公
厅出了单行本。1988年4月，山东
省委、省政府在平度召开现场会，
全面推广平度经验，并重奖了赵兰
田、丁日新等 4 位教育明星每人
2000元。

（作者为原本报记者）

我们写出了“平度人民的远见”
李国早自 1983 年创刊，40 年来，中国教

育报关注、书写、见证着我国教育事业
发展的每一步。翻阅随时光流逝而泛黄
的报纸，总有一些报道因其重要的时代
意义而引人瞩目。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重大典型经验报道。

40 年来，中国教育报记者不断锤
炼眼力、脚力、脑力、笔力，提高新闻
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
力，推出一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典型
经验报道，犹如星火燎原，推动着我国
教育事业持续向前迈进。

一篇篇重大典型经验报道看似偶
然，实则离不开记者的慧眼。中国教育
报记者靠着敏锐的眼力，从看似平淡无
奇的线索中发掘出了不平凡的时代意
义。

2009 年，中国教育报记者在燕山
深处采访，河北省承德县深山黄旗湾子
村村民李凤云讲述两个女儿上学的故
事，记者敏锐地意识到这背后反映了全
国普遍存在的城乡教育差距较大的问
题，《为了每个孩子都享受优质教育——
河北靠管理创新促进区域均衡推进素质
教育》详细介绍了河北省促进区域内教
育均衡的典型经验，引起社会高度关
注。此后，中国教育报又报道了邯郸市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经验。为推广邯郸
经验，教育部在邯郸召开了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现场会，全国 29 个省份组团到
河北参观学习。

震撼人心的新闻素材，从来都不
是从人头攒动的会场和满满当当的文
件袋里“淘”来的，而是从基层一线

“采”来的。中国教育报记者不辞辛

劳，跋山涉水，他们凭脚力采写出的一
篇篇典型报道，鲜活而真实，带着泥土
的芬芳。

1996年8月初，河北省遭受了百年不
遇的特大洪灾。大灾过后，连日大雨不
断，气温骤降，记者深入太行山重灾区采
访，患了重感冒，发起高烧，晚上盖着两
床被子还冷得发抖，但依然没有放弃采
访。正是这份坚持，让记者看到了位于白
马河流域却花果满山的浆水镇前南峪村，
听到了村民们对河北农业大学教授们主持
的“生态经济沟”发自内心的评价。一个
月后，《把论文写在太行山上——记坚持
走“太行山道路”的河北农大教师群
体》 一文刊出。河北农大坚持送科技进
山、帮人民脱贫的事迹在全国产生强烈
反响。

书写榜样故事，记录伟大变革，需要
练就扎实的新闻写作基本功。中国教育报
记者通过脚踏实地的采访把握细节，将真
情实感融入鲜活事例，好文风激起读者共
鸣，增强了文章的传播效果。

2013 年，中国教育报记者前往安徽
了解高校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彼时许
多地方高校正遇到转型困惑，合肥学院
面对争议和困难仍不改初衷、坚守应
用型办学定位的故事打动了记者。采
访结束后，记者花了大量时间撰写初
稿、核实细节、与国外同类型高校作比
照、讨论修改，《一所地方高校的转型
突围——合肥学院十年建设应用型大学
之路》 半年后才见诸报端。报道从办学
定位、教学、专业、教师等多个维度，
层层深入剖析了合肥学院的改革举措。
报道推出后，很多高校领导带队赴合肥

学院学习。2014年，该校的改革探索获
得了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中德教
育合作示范基地和合作基金随后也在该
校建立。

一篇篇重大典型报道，不仅有新闻事
实、有经验做法，更有对教育的追问和反
思。中国教育报记者在采访写作中坚持问
题导向，他们凭借脑力增加了作品的广
度、深度和高度。

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一直勇立潮头，
写一篇成就报道，天津能提供大量现成
的素材，但记者更愿意啃硬骨头，希望
深入挖掘天津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
经验对兄弟省份乃至整个国家职业教育
发展的意义。为此，记者的足迹遍及天
津市与职业教育相关的土地，他们采访
了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研究职业教育
的专家学者，还有大量职业学校的校
长、教师和学生。为了对天津职业教育
的发展脉络有更清晰准确的认知，记者
还查阅了十几本相关书籍和 30 多万字的
资料。2021 年 8 月推出的 《天津打造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透视》 上下篇报道，从
天津在中国近现代工业史上的地位出
发，系统分析了天津职业教育取得的成
就及其背后的原因。报道刊发后，在全
国职教界产生很大影响，许多省份教育
主管部门和职业院校组团前往天津学习
调研。

四十不惑。中国教育报人通过重大典
型报道，从一个侧面记录中国教育改革发
展的足迹，同时推动教育与国家发展和时
代进步同频共振。这是中国教育报始终坚
持的方向。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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汨罗市职业中专学生在学习烤
鸭技术。 任启明 摄（资料图片）

离毕业还有3个多月，平度县
第二水泥厂厂长李泽行（左一）到县
第一职业高中挑选学生。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