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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典型报道

关注

今日

广东投百亿支持基础教育“创强”

2020年教育强县、教育强市覆盖全省

本报讯 （记者 赖红英 ）

日前， 广

东省就加快创建教育强省、 争当教育现

代化先进区、 打造南方教育高地有关工

作出台意见。 该省提出， 4年投百亿元支

持基础教育“创强”， 到2020年， 实现

“广东省教育强县 （市、 区）” 和“广东

省教育强市” 全省全覆盖。

意见明确，到2016年，实现“广东省教

育强县（市、区）”和“广东省教育强市”覆

盖率均达85%以上，珠三角地区实现“广东

省推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县（市、区）”和“广

东省推进教育现代化先进市”覆盖率均达

85%以上； 户籍人口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36%以上，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自主创新

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到2020

年，实现“广东省教育强县（市、区）”和“广

东省教育强市”全省全覆盖，“广东省推进

教育现代化先进县（市、区）”覆盖率达85%

以上； 户籍人口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0%

以上，高等教育质量水平显著提高；形成

以珠三角地区为核心， 粤港澳紧密融合，

教育现代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高，在国内

有较大影响力的南方教育高地。

据悉，广东省级财政2012年至2015年

教育投入“一揽子计划”，共安排100亿元

用于基础教育“创强”；从2012年起，省财

政连续5年每年安排5亿元专项资金用于

实施“强师工程”；从2013年起，实施山区、

农村边远地区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津贴制

度，平均每人每月补助500元。

据统计， 2012年， 广东新增教育强

县11个、 教育强镇162个、 教育现代化先

进区2个。

水 深 才 能 跑 巨 轮

———山东省政府主导加快现代职教体系建设纪实

■

本报记者 潘光

2012年10月， 一个特殊的调研

团队奔波在鲁中大地上。 这个团队

由山东省常务副省长孙伟领队， 成

员包括省教育厅、 财政厅等政府直

属部门的负责人。 他们走进中职和

高职， 查看职业教育办学条件； 与

市长、 县长座谈， 倾听地方经济对

职教的需求； 与校长、 师生、 家长

交流， 了解他们对职教发展的期盼。

两个月后，一份由山东省政府10

个直属部门参与制定、经过50多次对

口研讨形成的文件，经省政府常务会

议通过后正式发布， 这就是山东省

《关于加快建设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意见》。

近年来，山东省中职学校每年招

生约50万人， 其中94%是农村学生，

连续多年95%的就业率，使职业教育

成为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主要途

径。 但在培养体系方面，职业教育还

不能满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

新需求。 为了把职业教育建成现代

的、体系完整的巨轮，山东省在政府

主导下，加深政策环境的水，把全省

职教引向了改革的深水区。

政府担当发 展 责

任，强化市级统筹管理

老李是泰安市岱岳区职教中心

一名学生的家长， 聊起对职业教育

的看法， 他有截不住的话头： “以

前， 我是拼了命要让孩子上高中，

因为上高中就能升大学。 作为家长

就是希望孩子能多读书， 将来有奔

头， 不愿意让孩子上职校， 怕影响

了孩子的前途。”

“那为啥又让孩子上职高了呢？”

记者问老李。 “这回孩子考学， 学

校提前介绍了普高和职高的优势，上

高中全都统一报名，统一录取，职教

能学技能，毕业可以直接就业，也可

以接着上大学。 孩子喜欢机器，就报

考了岱岳区职教中心， 学数控技术，

大学也有教这个的。 ”老李兴奋地告

诉记者，“现在职校变样了，瞧这些新

大楼，一点儿不比普高差。 ”

说起这些年泰安职教的发展，市

教育局副局长刘应新滔滔不绝。几年

前，泰安市有22所中职学校，其中有

教育系统办的，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门办的，还有行业办的。 职教基

础条件差，专业重复设置，小而全、小

而散、效益低。 一到招生时节，普高、

职高互争生源，职校之间也是互争生

源。 人们把中职教育看成“终结教

育”， 影响了学生上中职的求学积极

性。

（下转第十版）

政府须担起发展职教的责任

山东省教育厅党组成员、总督学

徐曙光

建设 “上下贯通 、 内外衔接 ”

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让所有受教

育者掌握基本职业技能， 政府必须

担起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 成为职

教发展的后盾。

搞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

一是要搞好教育制度的系统设计 ，

科学界定各类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

和发展定位； 二是要强化校企合作，

推进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有机结

合； 三是要从职教本身的教育特色

出发， 加强职教师资队伍建设。 为

了优化教育结构， 加快建设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 树立人人成才、 多样

化成才观念， 山东省以政府为主导，

颁布了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 《意

见》， 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和各类人才

的成长提供了政策保障。

人民教育政府办， 办好教育为

人民。 山东省的职教改革， 背靠市

长， 面向市场， 办学多种形式， 学

生多样前途， 一定能够办出有灵性

的职业教育， 使职教真正成为全省

新型工业化、 农业现代化、 农村城

镇化和信息化的战略支撑。

须有餐饮服务许可证 建立原料索证索票制

黑龙江严管“小餐桌”

学生吃上放心餐

本报讯 （记者 曹曦）

“新

学期开学， 再也不用为孩子的午

餐发愁了， 省里出台政策对校外

‘小餐桌’ 的监管让孩子的午餐可

心， 家长放心。” 日前， 哈尔滨市

某中学学生家长王女士的微博引

来了众多的关注。

王女士所说的政策是今年2月

1日起正式实施的 《黑龙江省食品

安全条例》， 这是全国首个省级食

品安全条例， 同时该省探索以

《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 及其配

套文件形式规范管理“小餐桌”。

据悉， 配套文件 《黑龙江省校外

托餐机构餐饮服务许可管理办法

(试行)》、 《黑龙江省校外托餐机

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近日已正式颁布实施。

试行办法规定， “小餐桌”

必须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才可经

营， 原料、 添加剂等要建立索证

索票制度以保证食品安全， 从业人

员要每天早晨检查健康状况等。 这

些条款的具体措施犹如一道“紧箍

咒”， 让“小餐桌” 从根上得到了监

管。

该试行办法所适用的校外托餐

机构， 是指受中小学生监护人委托，

在学校以外专门为在校中小学生提

供餐饮服务且就餐学生不多于30人

的餐饮服务提供者。经营者应当就其

食品安全以及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

向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做出承诺。

临近开学求盖章 社会实践走过场

假期实践为啥

成了“盖章实践”

■

本报记者 蒋夫尔 通讯员 宦朝伟

每年寒暑假， 总有不少学校会

给孩子们布置一份特殊的假期作

业———参加所在社区的社会实践活

动。 学校的出发点本是想让学生多

参与社会实践。 然而， 记者日前在

新疆库尔勒市调查发现， 假期去社

区报名的学生挺多， 但真正参加社

会实践活动的人却很少， 甚至出现

了学生“扎堆” 盖章应付“社会实

践” 作业的现象。 该市一位社区工

作人员向记者发出感慨： “如今学

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形同虚设。”

盖不盖章成了社区烦心事

2月18日， 记者从库尔勒市几个

社区了解到， 从春节后上班第一天

起，就陆续有家长带着孩子的社会

实践表到社区盖章，其中不少都是

白纸一张。 这些家长表示，孩子假

期忙， 没时间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只要求社区“帮忙”盖一个印章。

库尔勒市建设街道平安社区

的工作人员王亚琴告诉记者，每到

假期，拿着空白的社会实践表到社

区盖章的学生都有不少，但很少有

人主动来参与实践活动，大多数都

是快开学了才让家长过来盖章。

“我们社区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开展

社会实践活动，但真正能参加活动

的学生连一半都不到。 ”

天山街道电力社区党委副书

记钟进说， 给没有参加社会实践

的学生盖章， 对学校是一种欺骗，

对其他参加了活动的学生也不公

平。 可是， 要是不给这些学生盖

章， 家长又不依不饶， 该不该给

没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盖章成了

社区的烦心事。

（下转第十版）

浙江宁波经贸学校学生李孝鹊：

渴望找到满意的工作

我叫李孝鹊， 来自河南， 宁

波经贸学校现代物流专业三年级

学生。 今年寒假， 我在宁波一家

货代公司实习， 从事货代单证岗

位工作———给客户打电话确认信

息， 将信息输入系统， 和船运公

司联系核对信息， 打印各种单据。

2004年， 我随父母来到宁

波。 2010年， 听闻宁波的中职学

校实施免费政策， 这对我们全家

来说是个好消息， 我选择了宁波

经贸学校的现代物流专业。

两年半的学习， 我收获了很

多。 我很喜欢我所学的物流专业，

特别是对集装箱运输、货代等方面

的内容很感兴趣，学到了很多有关

集装箱的知识，这些知识对我现在

的实习帮助很大。

在学习过程中我碰到最大的

困难是英语，因为我英语基础比较

薄弱。 我坚持每天练习，多向老师请

教，经过努力，我的英语成绩终于提

高了，口语也变好了。 在实习中，所有

单证操作的输入系统都是全英文的，

日常也要用到英语和客户进行沟通，

有了之前打下的扎实基础，才让我现

在能顺利胜任单证岗位。

我现在实习的单证岗位特别忙，

经常要加班到晚上七八点。 虽然很

忙碌， 但我感到很充实， 自己学到

的东西越来越多， 变得越来越自信，

离自己的目标也越来越近了。

今年7月， 我就要毕业了。 顺顺

利利地毕业， 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

工作是我今年过年最大的心愿。 毕

业后我想留在宁波这个现代化国际

港口城市从事物流工作， 朝着成为

专业的现代物流管理人才的方向努

力， 继续追寻我的梦想。

本报记者史望颖采访整理

福建南安市英都中学校长巫振顺：

盼闽南文化在校园生根

我是福建省南安市英都中学

的校长。 我们学校在英都镇， 距

市区22公里。 全校有359名在校

生， 其中约五分之一是外来务工

人员随迁子女。

长期以来， 会讲闽南语一直

是闽南人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情。

然而，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孩子

既不会讲也听不懂闽南话。 作为

一个闽南人， 如果不会闽南话，

就无法了解自己家乡的独特文化、

名胜古迹， 也难以认同闽南文化，

更不用说传承弘扬闽南文化了。

因此， 从2011年起， 我们学

校在校本课程中尝试传授一些闽

南文化知识和倡导学说闽南语。

作为一所乡镇中学， 闽南语进校

园、 进课堂缺乏专业师资， 学校

也没有资金聘请专业教师。 此外，

根据国家要求， 校园里要倡导

“请讲普通话”， 教师上课、 师生

交流都用普通话， 学习闽南语缺

乏语言氛围。

在我们学校，一些有关英都的文

化知识属于必教内容。 比如，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拔拔灯”，起源于明

代，是全国九大灯会之一。 每年英都

都要举办“拔拔灯”民俗闹灯活动。我

们在课堂上讲授有关“拔拔灯”文化，

鼓励学生春节期间积极参与。

我们还在音乐课上教一些如《爱

拼才会赢》的闽南歌曲，让每个学生

至少都会唱几首闽南歌曲。 每个学

期， 我们都举行全校闽南歌曲大赛，

激发学生学说闽南话的热情。通过一

两年的努力，本地学生基本上都会说

闽南语了，甚至连一些非福建户籍的

学生也会讲一些闽南语。

在新的一年里， 我想组织教师

研究如何在学科中渗透闽南文化知

识， 把日常教育教学与学说闽南话

有机结合， 让每个师生都成为闽南

文化的传承和发扬者。

本报记者龙超凡采访整理

安徽霍山经济开发区中心学校校长余泽民：

希望村小和教学点办出活力

在农村教育一线任职多年， 我

深切感受到， 办出有活力的村小和

教学点是提升教育公平、 促进农村

社区发展的必要之举， 也是我们基

层校长必须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前些年，我们也撤并了一些学校，

现在开发区除了九年一贯制的中心学

校，还有3所村小和1个教学点。我做过

几次调研发现， 村小和教学点建设主

要有三大难题： 一是规模小， 经费困

难，条件较差，3所村小学生数都在50

人以下，教学点只有1名学生，缺少教

学设备、实验仪器和体育器材；二是师

资力量薄弱，教师平均年龄不低于50

岁，知识结构老化；三是教学质量很难

得到提高，生源不断流失。

从表面看，村小和教学点生源流

失严重，当然要予以撤并。 但我在调

研中发现，多数村民是不得已才送孩

子到中心学校、 县城里的学校上学，

他们更希望家门口就有好学校，而少

数困难家庭则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和

精力送孩子到中心学校就读。

为此，我们把村小和教学点纳入

中心学校统一管理，在经费、师资和

设备等方面有针对性地进行扶持。比

如，在经费方面，我们去年为每个村

小和教学点各拨出1万元办公经费，

校舍维修、操场建设等由中心校直接

安排。 在师资方面，我们采取支教和

送教两种办法，选派新入职教师和部

分业务突出教师到村小支教。

要想办好村小和教学点，还有

不少问题需要更大力度才能解决：

一是改革经费分配与管理方式，村

小和教学点应单独预算， 可采用

“综合定额+专项补助” 的方式解

决经费不足问题。二是实行教学点

教师特殊津贴，在评优、评先以及

岗位聘任上给予特殊政策，鼓励优

秀教师和年轻教师前去任教。三是

努力改善办学条件，教育主管部门

要为村小和教学点配备必要的教

学和生活设施，改善师生工作和学

习环境。四是将村小和教学点建设

纳入当地民生工程，加强学校与农

村社区的互动。

本报记者张以瑾采访整理

投资35万元仅使用了一年半

贵州凯里一希望小学变垃圾站

据新华社电

贵州省凯里市龙

场镇一所35万元建成的希望小学，

投入使用了仅一年半时间就被弃用，

现在成为垃圾站。

据了解，这所希望小学有两层教

学楼共8间教室， 教学楼内外均堆满

了废品和垃圾。该希望小学由省外一

家慈善基金会捐款20万元，凯里市政

府匹配 15万元修建，占地 3.5亩 ，

2009年3月投入使用。 2010年，

贵州高速公路规划征用了学校占

地， 全部11名学生转学就读。

校舍为何变成垃圾站？凯里市

教育局党组书记龙运国说，龙场镇

中心校将空校舍委托给老山村村

委会看管，村里自行使用，教育局

并不知情。 他表示，当时的慈善捐

款由团市委主动争取而来，但征地

是教育局征的，产权在教育局。 为

服从高速公路建设规划，校舍将于

近期拆除，所得的征用补偿款如何

使用将与捐助方进行沟通。

希望小学教学楼外散乱堆积着大量垃圾 （

2

月

21

日摄）。 新华社发

黑龙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提 醒 广 大 家 长 ，

要 选 择 有 餐 饮 服 务 许 可 证 的

“小餐桌 ” ， 并与经营者签订学

生供餐服务合同 。 如发现 “小

餐桌 ” 经营者有违规行为 ， 可

向食品药品监督部门投诉举报 ，

有关部门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予以查处。

□新闻拓展

□新闻链接

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小学留守儿童：

温馨全家福 留住团圆情

2

月

24

日是一年一度的元宵佳

节，也是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小学

新学期报到的第一天。对于很多留

守孩子而言， 这天除了开学的欣

喜，更有别离的忧伤：过了元宵节，父

母又要到远方打工。 九龙小学特意在

新学期报到当天，为留守孩子和家长

们准备了一份特别礼物———帮他们

照一张全家福。图为

2

月

24

日，五

年级王善泽小朋友在和爸爸妈

妈拍全家福。

周舸 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