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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捉先声 基层智慧竞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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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育同行

历史记录

这年河北省科委作出了全面开
发、综合治理太行山的决定。可
是，论证了多少次，没有单位敢承
担这项艰巨的任务。结论是：那是
一块硬骨头，出力不讨好。这时，
河北农大的王健副校长到省科委主
动请缨：“别人不干，我们干！这
块骨头再硬，农大也要啃！”

——1996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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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报记者 翟博

采访者说

河 北 农 业 大 学 自 1979 年 以
来，坚持把科学技术送进河北太行
山区，组织专家、教授和师生长期
扎根山区，综合开发太行山，被国
家科委称为“太行山道路”。1996
年8月，我深入太行山区，采访河
北农大教师送科技进山、振兴山区
经济的事迹和经验。当时，河北省
刚刚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
道路被大水冲垮，连续好几天，我
们艰难地穿行在太行山区采访。由
于山区气候变化多、大雨不断，我
发起了高烧，晚上盖两床被子还冷
得发抖。第二天，学校安排去邢台
前南峪“生态经济沟”采访，学校
的同志劝我不要再往山沟里走了。
我不顾高烧，坚持到“生态经济
沟”完成了采访，满含深情地写出
这篇长篇报道的开头。

洪灾过后的浆水镇前南峪村却
江山依旧，花果满山。当地群众
无限感激地说，是河北农大的教

授们主持的“生态经济沟”救了
他们，“生态经济沟”是保命沟、
救命沟……这一现场感强的开头，
一下就把河北农大师生走“太行山
道路”的作用凸显出来了。河北农
大党委书记、校长对我说，开头写
得好，很吸引人。新闻界的同仁也
认为别具一格。报道推出后，河北
农大走“太行山道路”教师群体的
先进事迹在全国产生强烈反响。
1996 年教师节期间，中宣部、国
家教委、农业部和河北省委召开座
谈会，号召学习河北农大，落实科
教兴国。报道也获国家教委 1996
年好新闻一等奖。

这次深入新闻现场的采访，使
我深切感到，记者去与不去新闻一
线，写出的报道是大不一样的，如
果我当时因为发烧没有去邢台前南
峪“生态经济沟”，没有现场的感
受，就写不出这样感人至深的开
头，也写不出这样有重大影响的报
道。我做记者以来最大的体会是，
记者只有到活生生的现实去，到基
层一线去，掌握第一手材料，捕捉

“活鱼”，写出来的稿子才会生动、
新鲜、活泼，既典型又有深度。记
者在现场，才是新闻的目击者、历
史的见证人。这篇报道的采访体
会，还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
授蓝鸿文收入 《新闻采访学》 教
材，作为教学案例。

这篇报道刊发后，河北农大成
为全国高校学习的榜样。后来，我
三上太行山，连续采写了河北农大
师生拓展“太行山道路”的系列报
道。40多年来，“太行山道路”的
服务范围还在不断拓展和延伸，学
校80%以上的科技成果都是在“教
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基地产生
的，80%以上的专家学者都是在

“太行山道路”实践中成长起来
的。近年来，学校与保定市共同打
造的“太行山农业创新驿站”，成
为新时代“太行山道路”的“升级
版”。从最初送科技进山，到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再到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河北农业大学
始终坚持把知识献给农民，把论文
写在太行山上、写在农民的心坎
上。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刊社原党
委书记、社长）

推动推动““太行山太行山道路”不断升级
翟博

历史记录

新的办学定位在学校内外引起
不小争议。……于是，蔡敬民不得
不在不同的场合，多次阐释他自己
的理解：“地方性、国际化，强调
的都是一种开放性，都服务于应用
型人才培养、应用型大学建设这个
目标。开放办学，就是要在服务地
方中谋求发展，在国际比较中找到
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

搁置争议，埋头做事，看准了
的路，就坚定地走下去。这是合肥
学院的处理方式。

——2014年4月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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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本报记者 周飞 储召生 俞
路石 俞水

采访者说

合肥学院目前已是应用型高校
转型发展的一面旗帜，十余年来

《中国教育报》与该校转型发展始
终同频共振。

合肥学院最早引起我们关注是
在 2011 年，当时安徽省教育厅组
织实施的新建本科联盟项目获得了
第二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奖特别
奖，合肥学院是该联盟的领头羊。
2013 年，由 《中国教育报》 总编
辑周飞 （时任 《中国教育报》 编
委） 带队“安徽高校行”，实地探
访安徽高校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
在合肥市采访的一周时间里，我们
原本只准备采访三所高校，临时加
进了合肥学院。

合肥学院打动我们的，是其
面对校内外各种争议，面临转型
中各种困难，对应用型高校办学

定位坚守初衷——
早在 2003 年，该

校就提出“地
方 性 、应 用
型 、国 际
化”的办学
定位，即坚
持 为 合 肥
市 的 经 济

社会发展服
务；强调学生

的实践创新能力，甚至不鼓励学
生考研；加强国际交流，借鉴国
际特别是德国同类高校的办学经
验。

2014年4月16日，《中国教育
报》头版以近乎4/5版的篇幅推出
长篇报道 《一所地方高校的转型
突围》，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篇报道的初稿洋洋洒洒近万
字，经过我们多次讨论修改，与
合肥学院核实具体细节，与国内
外应用型高校作比照，最后才形
成一个大的典型报道，而且从
2013 年 10 月采访到 2014 年 4 月稿
件见报，时间跨度有半年之久，
由此可见我们对于树立一个教育
改革典型的慎之又慎，对于一篇
典型报道稿件的精雕细琢。

报道推出后，各大网站纷纷

转载，随后全国各地到该校学习
经验的人络绎不绝。为满足来访
高校的学习需要，合肥学院加印
了近 3 万份报道当天的 《中国教
育报》。

报道引起轰动后，我们对于合
肥学院的报道也在持续推进。2014
年，该校的改革探索成果获得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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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30日，中德
两国总理参观“中德合作共建合肥
学院三十周年展”，《中国教育报》
的相关版面被放在十分突出的位置。

我深深感到，高校改革的成功
往往离不开新闻媒体的鼓劲加油。
在新时代新闻媒体应肩负起重任，
进一步为教育改革发展创造良好舆
论氛围。

（作者系《中国教师报》总编
辑、原本报记者）

地方高校转型离不开新闻鼓劲
储召生

历史记录

改革以前，晋中城市优质学校
学生爆满，班容量70多人，最多
有 120 人；农村薄弱学校日趋空
壳，班容量仅10多人，俨然冰火
两重天；

改革以后，“择校热”大大消
退，城里中小学班容量“消肿”到
50人，农村初中起死回生，城市农
村一个样。

——2012 年 3月 5日 《改革
让农村校绝处逢生——山西省晋
中市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采访
纪行》，作者：本报记者 李曜
明 张婷 禹跃昆

采访者说

山西省晋中市是国家教育体制
改革试点县。2012 年全国两会前
夕，从多个渠道传来当地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的信息，虽然零散，但很
有力度，试点终于结果了。

晋中我并不陌生，早些年去过
多次，老区、山区、贫困区，人
多、校多、财力弱，这样的欠发达
区域怎么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又能
有多大突破？说实话，我是带着疑
问赶赴晋中的。

抵达晋中时已是傍晚，市教育
局的同志抱来一堆资料，安排第二
天介绍经验。我更想先到农村学校
感受一下，听听老百姓的声音。当
地领导开明，赞同我的想法。接下
来的3天，我们带着两名记者一头
扎进几个区县的农村，坐上农家
炕头，听农民说孩子的成长，说
教育的变化；走进偏远乡村校，
听校长说近年来城里下来多少老
师，又有多少学生回流；走进村
小教室，听新来的大学生讲课；

走进县城中学，各方代表现场演
绎编班场景……短短几年，晋中农
村学校达标，“空心校”被填满，
薄弱校不再弱，城里教师下乡，进
城学生回流，陪读家长返乡，中考
指标到校，择校现象消失，老百姓
净说教育的好。

带着泥土的素材捧回来了，怎
么消化？按照传统通讯稿的写作程
式，要提炼升华，要高屋建瓴。如
若这般，泥土味没了，芳香散尽，
没滋没味。土就土到底吧，索性就
把素材原原本本地呈现给读者，用
老百姓的语言说变化，没有大话、
空话和套话，反倒多了几分泥土的
气息。

通讯刊发后，被新华网、人
民网等903家网站转载，央视也进
行播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委员刘延东对这篇报道
作出批示。报道还获第二十三届
中国新闻奖。

晋中经验对经济不发达或欠
发达区域具有示范意义。2013 年
6 月，教育部在晋中召开全国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和
工作推进会，重点推介其经验和
做法。

采访晋中已11年有余，但我一
直关注那里的发展，其间曾多次前
往。今天，教育已经成为晋中一张
亮丽的名片。锲而不舍，开花结
果，每年高考时节，恰是这张名片
绽放光彩之时，每每这个时候，晋
中的朋友就会给我传来喜讯：和
顺、榆社、左权等县又有多少农家
孩子考上了大学，而这些县，过去
都是贫困县。

（作者系中国教育电视台党委
副书记、原本报记者）

在泥土中捕捉教育均衡的芳香
李曜明

1996年，河北农业大学副教
授谷子林（左二）在指导农民养兔。

原本报记者 刘全聚 摄

德国马格德堡应用科学大学
教授辛里希迈耶（右三）指导合肥
学院学生做项目设计。 资料图片

历史记录

从农村学区建设到城郊联盟
校，再到城市区4种模式，河北省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一年一个脚
印，涵盖了全省不同经济社会发展
水平的区域，全省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上了一个新台阶。

——2009年8月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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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本报记者 杨占苍
通讯员 梁永良

采访者说

在义务教育实现“普九”后，“上
好学”成为人民群众的广泛需求，而
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使社会出现
了日益严重的“择校热”。为了进一
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2005 年
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
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各
地教育行政部门把推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作为实现“两基”之后义务教
育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研究提出
本地区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
标任务、实施步骤和政策措施。此
后，报道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做法
和经验成为我关注的重点。

2009 年我去燕山深处采访时，
河北省承德县黄旗湾子村村民李凤
云让我一定要好好报道一下她两个
女儿的故事，“如果早3年建学区，
大女儿今天肯定正坐在大学
教室里读书呢！”——她
有两个年龄相差 3 岁
的女儿，姐姐杨晓
娟 2005 年 初 中 毕
业，那一年，杨
晓娟所在的老爷
庙乡中学共有 50
多个考生，中考成
绩揭晓后，竟无一
人考上县一中，因此
初中毕业后，她只能跟随
老乡到北京一家饭店打工，而
她的命运轨迹可以说是当时老爷庙
乡几乎所有青年人的缩影。2007
年，承德县搞学区建设，老爷庙乡
中学合并到上板城中学，正在上初
二的妹妹杨珊便到上板城中学就
读，2008年参加中考后，以505分
的高分被承德市二中录取，和她一
样，当年老爷庙乡有6个孩子考上
了县一中。

这个故事令我兴奋，决定深入
采访学区建设。在采访完承德学区
建设后，我意识到，这虽是一条有

效解决县域内农村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的成功经验，但城市的郊区和市
区、城市市区内的不同学校间办学
水平存在的巨大差异怎么解决？于
是，我又陆续深入采访了石家庄市
市区优质学校与郊区薄弱学校结成

“联盟”的经验，以及邯郸市城区
内打破行政管辖区域界限，由优质
校对薄弱校实行“托管”“兼并”
和在薄弱区域新建优质校的经验。

经过数月采访，跋涉数千公
里，《为了每个孩子都享受优质教
育》这篇稿子终于成形，发表后迅
速引起巨大反响，中央有关领导对
河北经验作出批示，当年11月，教
育部在邯郸召开了全国推进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现场经验交流会，随后
全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组团
到河北参观学习。现场会召开后，
我又在邯郸深入采访，就其促进义
务教育均衡的举措写成了《邯郸三
年打造无择校城市》一文。稿件引

起的反响让我振奋，但
更让我振奋的是，

有更多孩子因此
而 改 变 了 命
运。
（作者系本
报记者）

为更多孩子“上好学”贡献力量
杨占苍

河北省平泉县黄土梁子初中
学生在练习舞蹈。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