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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育同行

历史记录

乡村振兴要靠人才，人才之兴
在教育。所以，乡村振兴的关键在
乡村教育振兴。通过对泸溪教育发
展经验的梳理，我们得出启示：乡
村教育振兴，需要钱的支撑，但最
为关键的因素在“人”。

——2019年10月11日《乡村振
兴，教育为何是“牛鼻子”——来自国家
级贫困县泸溪的教育报告（下）》，作者：
本报记者 李伦娥 阳锡叶 赖斯
捷 通讯员 李茂林 倪正松 李常

采访者说

泸溪是湖南湘西的一个小县，
记者关注它有20多年了，因为无论
是“普九”时的控辍保学，还是后来
的寄宿制学校建设、乡村小规模学
校建设，这个偏远且深度穷困的小
县，总能做出让人眼睛一亮的创举，
特别是2009年开始实施的农村教师
津补贴政策，更是开全国之先河。

这些年，农村教育问题越来越
多，农村教育越来越难办，而这个至
今都不通火车、GDP总量在湖南倒
数第六，总人口仅31.7万、其中少
数民族人口占62.3%的小县，居然逆
势上扬，不退反进。

为什么？泸溪经验到底是什
么？其深层次原因何在？其重大意义
何在？中国教育报湖南记者站与《湖
南教育》杂志，多次组织记者编辑探
讨。大家认为，泸溪经验的价值“堪
比当年的汨罗素质教育”。

2019年6月24日，由中国教育
报湖南记者站、《湖南教育》 杂志
等部门的12名采编骨干组成的采写
小分队浩浩荡荡出发了。我们分成
4个小组，深入学校和相关职能部
门，甚至师生家中采访。

“要看最差的乡镇。”“到最偏远
的学校。”“原定几十分钟的采访，搞
了一个多小时”……大家白天分头
采访，晚上碰头汇总、查阅资料，整
整6天，小分队争分夺秒，马不停蹄。

7 月 3 日，采访小分队回到长

沙，商量写作框架。
7月14日，我负责的第一部分

拿出初稿，8000 多字；8 月 9 日，
全部6个部分的稿子交齐，阳锡叶
统出初稿，5万多字，后来又经过
多次修改，在8月的最后一天，最
后一稿（第十稿）才敲定！我同时
修改出两个版本，分别投往《中国
教育报》和《人民教育》杂志。

2019年9月，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前夕，《人民教育》杂志推出了14个版
的“泸溪经验”特稿；10月10日至11
日，《中国教育报》以“头版头条+要闻
整版+本报评论员文章”的形式，连续
两天对“泸溪经验”进行了重点报道。

系列报道推出后，引起了强烈反
响。2019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孙
春兰作出重要批示。时任湖南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多次作出
批示，指出“泸溪经验很好，要推广”“基层
建设可否借鉴泸溪经验”。时任省长许
达哲批示：“要把乡村教育振兴作为一项
打基础、利长远且紧要的重大任务来
抓。‘泸溪经验’要进一步总结推广。”

2020年3月，中共湖南省委教育
工作领导小组下发通知，在全省学习
推广泸溪县教育改革经验；9月，湖南
基础教育改革现场会在泸溪召开；2021
年，泸溪县被湖南省教育厅确定为全省
13个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试点县之
一。据悉，已有广东佛山、安徽合肥、
山东章丘等全国各地60余个市县前往
泸溪县考察学习。

（作者系本报记者）

挖掘乡村教育振兴的“泸溪经验”
李伦娥

中国农大2010级博士研究生
黄成东（右一）在曲周县后老营科
技小院指导瓜农。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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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从顶层设计入手，朝
着难题精准发力，打破部门条块
管理界限，拆除体制机制藩篱，
破解编制、待遇等问题，探索出
了一条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新
路，取得了显著成效。

——2017年2月20日《跳出
编制的“框”——山东省教师队
伍建设调查①》，作者：本报记
者 张婷 魏海政

采访者说

“山东省教师队伍建设调查”
系列特别报道，是 2016 年由编辑
部确定选题后，编辑部领导亲自
带队深入山东各地调查采访的，
并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21 日、22
日，连续3天在《中国教育报》头
版头条刊发。稿件刊发后，在教
育战线引起良好反响，有力推动
了教师队伍建设工作。

这一系列报道虽然在 2017 年
初刊发，但作为亲历者，我个人
关注教师队伍建设相关问题从
2010年就开始了。

2010 年底，山东省潍坊市 17
名中小学教师被核准为全国第一
批正高级职称的中小学教师，从
此，中小学教师职称突破了“副
高”天花板，也有了属于自己的

“教授”级别。其中唯一的小学
教师姜言邦因而成为全国第一位
小学“教授”，每月工资也多了
近千元。经过深入采访，我于
2011 年初在 《中国教育报》 以

《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带来
了什么——小学“教授”姜言邦
亲历职称变迁 20 年》 为题做了深
度报道。

也正是这次采访报道，引起
了我对教师队伍建设相关问题的
关注和进一步思考：如何把最优
秀的人吸引到教师队伍中来？怎
样尽最大努力保护他们对教育事
业的感情，调动他们对教育工作
的热情，激发他们对教书育人的
激情？

这些问题也为我后来关注教
师队伍建设留下了“伏笔”。2015
年，我先后以 《中小学教师职称
评聘之怪现状》《职称改革：基层
教师有四盼》《中小学教师职称改
革红利究竟有多大？》等为题，调
研采访，反映了基层教师职称评
聘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基层教师
的期盼，关注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发展的政策导向。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山东省
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从顶层设计入
手，打破部门条块管理界限，拆
除体制机制藩篱，破解编制、待
遇等问题。通过系统的顶层设
计，全面推动了教师队伍建设中
职称、编制及相关体制机制问题
的破解。

我抓住时机向编辑部汇报了
“山东教师队伍建设”这一重点选
题，得到了编辑部领导的认可和
大力支持，最终推出了这一系列
调查报道。

今年初，编辑部又派记者进
一步深入采访新时期山东教师队
伍建设的创新举措，以 《职称改
革激发乡村教师活力》 为题，重
点报道了山东“定向评价、定向
使用”创新实施中小学教师职称
制度的纪实报道，其中报道了平
阴县孙燕英老师 20 多年坚守乡村
教学一线，通过基层中小学教师
高级职称政策，评上了高级职
称。如今，在山东，与孙燕英老
师一样享受到这一政策红利的教
师已多达9万人，他们教书育人的
干劲更足了。这样的变化，正是
我们教育报记者工作的初心、使
命和价值所在。

（作者系本报记者）

探求省域破解师资难题的探求省域破解师资难题的““真经真经””
魏海政

山东省五莲县叩官镇中心小学
教师韩德智（左一）坚守教学一线，
指导学生练习书法。 学校供图

泸溪县思源实验学校的学生正
在跳竹竿舞。 袁庆国 摄

“鲁班工坊铁院中心”的泰国
留学生在天津铁道职业学院的高铁
实训中心学习。

本报记者 陈欣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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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大是曲周人民的功
臣、恩人！如果没有中国农大，曲
周可能还是个‘咸碱浮卤，几成废
壤’的盐碱滩！”十几年的治碱战
役，被誉为中国农业的“两弹一
星”，扭转了我国南粮北调的历史。

——2018年 10月23日 《千
年盐碱滩上的“温饱试验”——中
国农大一场接力45年的“赶考”
记（上）》，作者：本报记者 董
鲁皖龙 柯进 高靓

采访者说

河北省曲周县王庄村 84 岁农
民王怀义是我的一个采访对象。他
生于解放前，入伍前从来就没吃饱
过。

上世纪 70 年代初，王怀义从
部队退伍，回到到处都是盐碱地、
连喝水都只能去邻村提的王庄村。

中国农大曲周实验站竖立着一
块石碑，它和今天竖在中国农大西
校区的那块石碑，是“双胞胎”。

我的采访故事就从王怀义和这
块石碑讲起。

2017 年，在中国农大采访时
无意间看到这块石碑，我向学校宣
传部打听它的来历。石碑的故事，
深深打动了我。

2018 年 10 月，正值中国农大
曲周实验站成立 45 周年。我们成
立了一个报道组，前往曲周县走村
入户采访。恰巧，我们偶遇王怀
义。采访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有
信仰的中国农民！

40 多 年 前 ， 他 从 部 队 退 伍
后，被推举为王庄村的村支书。

对饥饿有着可怕记忆的王怀义
始终坚信：只要有国家在，有人
在，有土地在，就一定能找到吃饱
肚子的方法！

其实，王庄村之外，曲周的改
土治碱试验正在艰难展开。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

黄淮海平原土地盐碱化所导致的粮
荒，是当时中国的主要内忧。

1973 年，周恩来总理提出，
要综合治理，组织科学会战，把盐
碱地治理成米粮川。

任务到了中国农大，以石元
春、辛德惠院士为代表的一批专
家，前往曲周开展试验。

北京与曲周，不足 1000 里，
但这段路，中国农大人走了45年！

1974 年麦收时节，张庄一夜
成名：张庄大队粮食总产 30 万公
斤，比历史最高水平增产近1倍！

张庄的试验，刺激了王怀义的
神经。每天下工，他就去张庄专家
们的驻地说明村里情况，请中国农
大的专家们帮王庄村治碱，一连去
了5天。

王怀义感动了农大的专家们，
王庄村随后被列为第二代试验区，
王庄村民终于吃饱了肚子。

此后，越来越多的张庄、王庄
村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

1993 年，由中国农大牵头的
这项盐碱地综合治理及农业发展项
目，与“两弹一星”一起，同时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也就在这一年，为感激中国农
大的付出，曲周县委、县政府在中
国农大曲周实验站立了一块石碑。
石碑的正面刻着“改土治碱，造福
曲周”8 个大字，背面刻着石元
春、辛德惠两位院士以及众多当年
参与治碱大会战的师生的名字。

过去半个世纪，第一代和第二
代农大人把曲周盐碱滩变成了良
田。第三代农大人探索出的科技小
院富农惠农的服务乡村振兴模式，
已经走出曲周，正在走向全国。

目前，中国农大在全国 24 个
省 （区、市） 的 90 多个县 （市、
区、旗）牵头建立了139个科技小
院，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乡村振兴示范样板。不仅如
此，科技小院还走出国门，走进非
洲大陆，成了中国援外的一个响亮
品牌。

（作者系《神州学人》
总编辑、原本报记者）

感受三代农大人的为农情怀
柯进

历史记录

从100多年前的“工学并举”
到如今“全面建设新时代职业教育
发展标杆”，办职业教育，天津似
乎有着某种“宿命”。面对新的时
代命题，渤海之滨、海河之畔的这
片土地上，新的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浪潮正在徐徐升腾。

——2021年8月10日《津门
逐浪高——天津打造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透视（下）》，作者：本报记
者 李澈 陈欣然 禹跃昆

采访者说

从上世纪 90 年代便开始探索
校企合作、职业院校行业办学等创
新举措；从2008 年起连续12年举
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助力中
国职教国际化、打造鲁班工坊等国
家名片……多年来，天津在职业教
育领域的作为可谓独树一帜。天津
的职业教育能为其他省份提供怎样
的借鉴？2021 年初夏，经过周密
策划，我们决定对天津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进行整体的深入挖掘。

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应该有哪些特征？传统的职教体系
如何升级为现代职教体系？天津构
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从政策顶层
设计到实践有哪些经验可供参考？
其背后的发展逻辑是怎样的？

带着问题，我们开始了采访。
几天时间里，我们先后与天津市教
委相关负责人座谈，走访国家职教

中心主任，走进天津市职业
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

学、天津中德应用技术
大学、天津海运职业学

院等多所学校，采访校领导、教
师、学生，实地考察办学情况，最
后一天我们与十多所职业院校的相
关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时至今日，当时的情景依然
历历在目。在天津市职业大学，
我们参观了汽车工程学院实训基
地，企业捐赠给学院用于学生实
训的新型号汽车令人惊叹不已；
在天津海运职业学院，身处船舱
模拟实训室犹如置身真实的海面
之上……

我们先后走访了十几家单位，
采访教育行政部门干部、职业院校
领导、专家学者、一线师生等共
30 多人。此外，我们还查阅了十
几本相关书籍和 30 多万字的资
料，对天津职业教育发展的脉络有
了清晰准确的认知。

此后的半个月，我们对采访
素材认真梳理，搭建文章框架，
决定分上下两篇写作。上篇 《潮
起海河边》 讲述了天津连续 12 年
举办“国赛”的情况，两所本科
院 校 —— 天 津 职 业 技 术 师 范 大
学、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对天津
职业教育的独特贡献，以及天津在
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协同打造学习
型城市方面的探索。下篇《津门逐
浪高》则从深层次分析了天津职教
勇立潮头的原因。

写作过程中，我们先后草拟
了两三个开头，都不甚满意。后
来在沟通中忽然想到，采访的最
后一天，我们在天津站附近的

“百年天津工业展览馆”参观时，
看到了很多黑白老照片，以及飞
鸽自行车、海鸥牌手表等老物
件，它们昭示了天津这座城市在
近代工业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
经过仔细斟酌，便有了后来这个
充满画面感的开篇。

报道刊发近半年后，《教育部 天
津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产教城融合
打造新时代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标杆
的意见》发布，在2021年天津市与教
育部共建职业教育示范区升级版圆
满收官的基础上，开启新一轮部市共
建工作。部市将携手共同打造新时
代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标杆，为中国特
色职教创新发展提供“天津方案”。

（作者系本报记者）

对职业教育的关注永不停歇
陈欣然 李澈 禹跃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