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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 原
本报通讯员 张庆亮 杜月如

撤留首先要尊重民意
拥翠小学，坐落在安丘市牟山水库边上。它是

安丘2010年实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中保留的一
所小学。12月12日，记者在这里问及“新学校好在
哪”时，孩子们抢着回答：“有多媒体教室”、“有大
操场”……而不知哪个调皮孩子大声嚷道，“新校
园到处都很干净，包括厕所”，引来同学们哄堂大
笑。的确，这里干净、美丽、舒适，还头一回有了水
冲式厕所。

今年9月1日，牟山水库周边6个村的130多名
孩子，告别原来简陋的校舍，搬进原地重建的拥翠
小学9级设防的崭新教学楼。库区的这所小学，原
名牟山前小学，距离乡镇驻地十几公里。虽然牟山
前小学每个年级只有十几名学生，但根据村民集
中居住、距离乡镇驻地较远的现实，以及对今后几
年生源数量变化的科学预测，安丘市在“撤点并
校”中，不但决定保留这所库区小学，还投资500余
万元高标准重建校舍，为库区孩子就学提供方便。

“一所‘村小’、‘乡中’或撤或并或改建，并不
是教育主管部门大笔一挥的事情。”安丘市教育局
督导室主任杨明武说。作为该市中小学布局调整的
全程参与者，他告诉记者：“早在2004年，市里就提出
了农村教育布局调整的建议，此后历经6年3任教育
局长，方案不知修改了多少次。撤还是留，首先尊重
民意。2010年，方案经过广泛征求校长、教师、家长、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村居两委和镇街党委政府的
意见，修改完善后经市委、市政府联席会议研究讨
论，最后提交市人大审议通过，进入实施。这使得我
们在撤点并校中，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杂音。”

上世纪70年代，国家在“全民办教育”的大
方针指导下，形成了乡村办初中、村村办小学的
格局。安丘市教育局局长辛慧明介绍，布局调整
之前，在全市的216所农村中小学中，50人以下
的学校22所，100人以下的41所，小学平均生源
不足200人。作为学生数最少的景芝镇山前小
学，只有1个教学班，1名老师和10名学生。到
2010年年底，安丘共撤并农村中小学117所，现
有农村中小学98所。

“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人口自然出生率的下降，
大量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是农村教育布局调整
的主要原因。”辛慧明对记者说。安丘学生最多的
时候在1998年，达23 . 5万人，但是现在学生总数
仅有9 . 5万人。以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结业生为例，
2003年时初中毕业生还有2 . 9万人，到2010年就
只有8816人了。

鉴于此，全国从2001年展开大规模的农村中
小学布局调整，至今已走过10个年头。据省教育科
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杨玉春介绍，山东这项工作早
于全国5年进行试点。1995年5月，省政府即转发省
教委等部门关于中小学布局调整和内部管理体制

改革的报告，到1999年，平均每个县的教学点从
50 . 3个下降为18 . 03个，教学点班级数从220 . 5个
下降为181 . 93个；不完全小学学校数从40 . 55个
下降为12 . 11个，不完全小学班级数从195 . 76个
下降为62个。

教育均衡发展目标不能偏离
“近年，学校布局调整在注重效率的基础上更

加关注公平均衡和以人为本，尤其偏远地区的布
局调整放缓了步伐。”杨玉春说，布局调整对改善
农村办学水平、有效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有限教育
经费的使用效益、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帮助贫困农
村地区学龄儿童较好地完成义务教育，的确产生
了积极作用。

景芝镇是安丘最大的乡镇，先后撤消农村教

学点19个，合并农村中小学校12所，全镇中小学校
由44所调整为13所。该镇教管办主任宿献杰给记
者算了笔账：“如果今年有440万元钱可用于改善
学校办学条件，以前平分到44所学校，每所学校也
就10万元，但现在只有13所学校，每所学校就能获
得近34万元，杯水车薪变成了雪中送炭。”

枣庄各区(市)在农村撤点并校中，将布局调
整与中小学危房改造、薄弱学校改造、标准化学校
建设、创建教育示范乡镇等相结合，把“危改”、“薄
改”资金与布局调整资金捆绑使用，充分发挥了现
有资金的作用。

在教育布局调整中，也有另一种倾向：不少县
市教育资源配置向示范性高中、重点初中、中心小
学倾斜，个别地方甚至把建设“窗口学校”作为政
绩工程。记者在某县级市调查发现，在布局调整
中，有限的市财政最大限度地支持了该市第一中

学新校区的建设，导致教育财政投入结构失衡，至
今负债近亿元，给全市教育的发展背上包袱。该市
第一实验小学也人满为患，在校生达到3200多人，
班额过大，生均活动空间严重不足。目前，我省的
140个县(市、区)的第一实验小学，绝大多数都如
此，这不能不说是县镇小学布局调整的遗憾，影响
了教育的均衡发展。

撤并衍生的民生问题
“撤点并校合乎规律，但分析成就的同时，也

要看到调整带来的问题和应对措施。这也是‘后学
校布局调整时代’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课题。”山
东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关延平认为。

我省东南部某县北王家庄村，离学校有7 . 5
公里之遥，早晨村里40多名学生都要翻过一座名
为“老虎山”的陡峭山梁去上学，一天往返最远的
要走15公里。粗略算下来，一个山里娃6年小学，要
步行约1 . 8万公里的山路。李丽霞今年9岁，上小
学二年级，在农忙时节，她自己步行上下学，“早上
5点起床，5点半准时出发，7点半到校，还不耽误值
日打扫卫生！”小丽霞在家中带两根火腿肠，中午
在学校外面买两个馒头便是午餐了。下午7时左
右，小丽霞在路上走了近两个小时，奶奶和弟弟正
坐在门前的空地上，等她回来。“村里有些家境好
的人家，为了孩子上学到镇上买了房，可是大多数
家庭只能住在村子里。”村民李善峰说。

“上学半径大在国际上有两条路来解决，一是
开通校车，另外是建寄宿制学校。”杨玉春分析，办
教育要讲成本，但成本包括公共投入和个人投入两
种成本。一些地方片面地理解降低教育成本，甚至
提出实行全寄宿目标。这样一来，尽管布局调整后
公共投入成本降低了，但却增加了学生住宿、饮食、
交通以及家长陪读等方面的费用，甚至造成部分家
境困难的学生辍学。同时，由于资金有限，大部分寄宿
学校条件较为简陋，给寄宿学生的生活带来困难；多
数地区校车系统没有建立起来，许多农村学生只能
依靠搭乘摩托车和“黑”三轮上下学，由此带来巨大的
安全隐患。而且，寄宿学生远离父母，缺少家庭教育的
配合，给其身心健康成长带来不利影响。

莒南县大店镇小学教师彭文清说：“乡村之于
城市的优势，恰恰在于拥有丰富多彩的自然风物、
人情、地域文化。在农村特别是在边远农村地区，
学校还是乡村的中心，乡村教育对启迪民智必不
可少。村小、乡中一概撤走了，独特的乡村教育资
源白白流逝不说，也不利于新农村建设。”

杨玉春认为，教育布局调整必须坚持以人为
本，严格标准，科学规划，分步实施；要考虑城乡教
育协调发展，不能一味推行“教育城镇化”，避免弱
化乡村教育的倾向。今后30年，我国义务教育学龄
人口规模及各阶段学龄人口规模都会有所下降，
但这个过程并非直线式的，而是呈现波浪式起伏。
因此，学校布局调整既要根据学龄人口波动特点、
城镇化进程调整资源，又要在稳步推进中留有余
地，避免行政权力的越界与滥用。

■ 深度·深读

“村小乡中”撤并十年之痒

◆阅读提示 当下频发的乡村校车事故，瞬间凋落的如花
般鲜活的生命，让人们反思“撤点并校”的得与失。2001年
起，我国进行农村教育布局大规模调整，至今走过10个年头。
分析得失之间，更多地还要关注调整带来的问题和应对措施。
这也是“后学校布局调整时代”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课题。

□ 本报记者 王 原 王桂利
本报通讯员 陶俊晓 王崇宝

学校合了，离家远了
八角小学现在是烟台开发区唯一的一所小

学，去年9月1日才正式启用。12月7日上午，记者走
进该校看到，新教学楼前操场上，孩子们刚刚做完
课间操，身着统一的校服，欢呼雀跃。

“烟台实行‘五四’学制，学校5个年级共有600
余名学生，其中一半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八角
小学校长刘金煜告诉记者，烟台开发区共23个自
然村，过去一共是5所“麻雀小学”，近年烟台市进
行教育布局调整，八角小学是去年完成合并的，5
所农村小学消失。

何志娟，毕业于牟平师范，现在八角小学教二
年级语文。去年9月之前，她还在5所小学中的一
所——— 泊子小学任教，当时全校5个年级共50名学
生，她的班里一共8名学生，所有的课她全部教，学
校校长、老师一共五六人，要开展教研活动都很难
组织。现在学校有600多名学生，专任教师50余位，
烟台市教育局还提高了开发区中小学教师待遇，

“现在感觉工作有劲头、有奔头。”何志娟说。
这座五层教学楼容纳40个班。多媒体教室里

教学设施先进，教师在讲台“班班通”电子白板上
写字、画画，可以直接投射到背后的黑板上，黑板
也早已全部换成了无尘黑板；学生站起来回答问
题，安装在教室顶部的识音话筒会自动转向这名
学生；每间教室配有37英寸的液晶电视；与一墙之

隔的开发区初中共用小食堂，饭菜丰富多样。
2001年，国家启动农村教育布局调整。烟台市

“十一五”期间布局调整力度加大，大致按照每个
乡镇1—2所小学、1所初中的要求，但并非“一刀
切”，全市中小学从2005年的1336所减至2010年的
808所。

“撤点并校之后，也出现了学生上下学路程
远、食宿等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好？从今
年开始，烟台市加大财政投入，逐步推进‘提供校
车服务和免费校服、午餐’三项工程。”烟台市教育
局局长刘连基介绍，这已经写进《烟台市推进教育
现代化行动计划》中，“争取用两年左右时间解决
为学生提供校车服务问题。在‘十二五’期间，探索、
推广中小学免费校服和免费午餐。到2020年，基本
实现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午餐和校服。”

免费校车开到家门口
在牟平区玉林店中心小学，校长于永杰告诉

记者：“玉林店中心小学共280名学生，走读需要坐
车回家的学生140名。学校共需要3辆校车每天早
晚两趟接送学生，每辆车还有两位教师随车管理。
家长不用担心交通安全问题。”

2010年下半年，烟台在牟平区率先启动学生专
用班车试点工程，采取以政府投入为主，客运公司
让利一点，学生家长承担一点的运营模式，解决学
校布局调整带来的上学半径大、“黑校车”安全事故
多的问题。区教体局局长李健介绍，到目前，总投入
已达到900余万元，其中区财政投入660万元，购置了
48辆校车，所有的乡镇均开通了学生班车，受惠学生
达到9000多名，学生每天只需按里程付1—2 .1元乘
车费，“还有4辆校车2012年上半年全部配齐。”

烟台开发区则将公交车线路延伸，基本覆盖
到每个学生的家门口；每年由财政和街道办事处
共同承担120万元，为所有距离学校1 . 5公里以上
的小学生和距离学校3公里以上的初中生全部安
排班车接送；学生乘坐班车全部免费。全区共设置
路线近40条，站点100多个，全年平均运行192天，
每周出动校车360辆次，接送学生16000多人次，免
费校车惠及近100个村居，4000多名学生。

记者了解到，高新区也已经在全区实现了免费学
生班车，招远市开始在一些乡镇试点运行免费校车。

试点推广免费校服午餐
“之前因为家里收入有限，校服都舍不得给孩

子买，没有校服，孩子都不愿意参加学校统一组织
的活动。现在孩子穿上了免费校服，每天开开心心
上下学，我心里也踏实了！”来烟台开发区打工多
年的刘明龙说。他的女儿刘涵琳读初中，爱人常年
卧病在床，家庭生活拮据，女儿的校服常成难题。

烟台开发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多，中小学布
局调整后，这些孩子来到新学校，往往因生活习
惯、衣着差异而有自卑心理，而统一校服是体现平
等的最好形式。今年6月，开发区投入220万元，先
后分两批将崭新的夏装、春秋装，免费发放到全区
1 . 7万余名中小学生手中。

和刘涵琳一样，招远市夏甸镇的2600余名中
小学生都领到了免费校服。该镇今年投入近30万
元，为全镇中小学生配备了免费秋装校服。明年，
还将继续投入20万元，为全镇中小学生再配备免

费夏装校服。校服不仅免费，其款式也是由家长、
学生代表投票决定后，按程序招标制作的。据记者
了解，从今秋新学期开始，蓬莱市也为全市1 . 7万
多名中小学生提供免费校服，烟台其他县市区也
正在探索制定免费校服实施方案。

从2011年春季学期，牟平区开始实施“农村寄
宿制初中生早餐营养补助工程”，每天早晨为每名
农村寄宿制初中生发放一枚熟鸡蛋，总投入需91
万元，惠及8300名学生。早在2008年，该区已开始试
行“农村寄宿制小学生早餐营养补助工程”，目前
已投入127万元，惠及小学生1 .1万人。根据测算，烟
台要在全市推行免费午餐，每年要拿出4亿元的资
金。由于政府投入压力大，烟台首先在经济条件好
的县市区试点、推广，3至5年内在全市推广。

刘连基认为：“推行免费校车、校服和午餐，不
仅是为群众减轻负担，提供实惠，保障交通安全和
学生健康体质，更重要的是在更高层次上体现教
育公平，让所有的孩子在平等的环境中，以平等的
心态接受教育。”

烟台：力推“三免”解并校难题

◆阅读提示 烟台市在教育布局
调整过程中，采取主要以政府埋单的
模式，逐步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
费校车、校服、午餐工程，使撤点并校
中的一些难题得以有效缓解。

□王 原 报道
这是9月1日启用的拥翠小学新教学楼，孩子们在校园里参加课间活动。

新闻背景 12月8日，中国工程院正式对
外发布54名新增院士名单。仅一小时后，新晋
院士谢剑平便在网上被冠名“烟草院士”。国
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指出，卷烟减害是“伪命
题”，不仅不可能实现，还误导公众。“烟草院
士”的新闻引发了网友热议，现将部分网友观
点整理摘登如下。

陶功财：如今，院士染上了烟草味，是学
术被利用的一种具体表现。一方面，政府部门
要敢于割舍经济利益，为公众健康着想，告别
烟草经济；另一方面，也要让学术回归其神圣
使命，切勿异化为害人性命的营销利器，这是
学术所不容许的，也是公众所不允许的。

王艳春：“烟草院士”的出现更像是烟草
业和控烟界博弈的产物，烟草商们企图通过
这种鸵鸟思维下的障眼法“蒙混过关”。既然
控烟不能一蹴而就，那就先减少点焦油吧，这
样既能应付控烟的“目标”，又不损害自家利
润。既然一般的宣传作用不大，那就让一个权
威人物提出这种“降焦减害”的理论吧，这样
大家便信了。其主要的效果就是，在一种冠冕
堂皇的谬论中，让烟民们更加无所顾忌地“吸
下去”。

程奎星：假借研究烟草的伪科学，以此来
降低抽烟对身体健康造成的危害，是在浪费
科研资源，也是在浪费院士的思维细胞。用老
百姓的话说，这不是画蛇添足倒打一耙么？戒
了就得了，多省事啊！“烟草院士”是怎么成为
院士的，这让人生疑。

石城客：谢剑平此次当选意义重大，起码
保障了烟草系统在工程院的发言权。其实，发
言权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于谢剑平一旦当
选为院士，降焦减害这一研究就意味着得到
学界认定，那些大打“低焦油”牌的烟草公司
无疑更有底气。很显然，人们炮轰“烟草院
士”，是对烟草业侵入科技领地的不满，是对
当前禁烟形势的不满。

查俊：如果把神州大地“烟雾缭绕”，禁烟
不力的后果归罪于一个新晋的院士，实在有
不能承受之累啊。

韩青：无意为谢剑平辩护，只想说，别把
科学之争和道德之争搅在一起，别把对规则
的不满和个体事件混为一谈。

(记者 李占江 整理)

■ 热帖E观察

“烟草院士”

引发的热议

□王 原 报道
烟台开发区八角小学，下午下课后，孩子们分乘免费校车回家，每辆车上有两名教师管护学生安全到家。

□记者 梁利杰 报道
本报济南讯 12月11日上午，来自济南

北坦小学和济洛路小学的260名小学生，一同
观看了新版动画电影《小兵张嘎》。这是济南
市“共青团周末剧场”的首场放映。这些学生
大都来自省城进城务工家庭，自此由山东省
青少年宫协会统一开展的“共青团周末剧场”
公益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为更好地关爱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的
生活，团中央在全国范围内策划组织了“共青
团周末剧场”活动，利用各地青少年宫的现有
资源和设备，每周末固定时间为农民工及其
子女免费放映一场电影，并举办公益讲座，组
织艺术演出、体育活动等。济南、青岛两市被
定为率先实施该活动的重点城市。12月10日，
青岛市少年宫也喜迎300多名青年农民工及
其子女前来度周末。

“共青团周末剧场”惠及外来娃

□ 赵恩国 报道
本报平原讯 “这个‘群言栏’不仅让我们

更加了解群众的需求和意见，同时，群众对我
们干部也更加信任了。”日前，平原县大蔡社区
负责人蔡福涛高兴地说。他所说的“群言栏”，
就是设在社区文化大院的一块2平方米左右的
黑板。在这里，每位村民都可以对党务决策、村
务公开及某项具体工作发表意见建议。

今年以来，平原县积极探索创设“社区
群言栏”，开辟收集民意、了解民愿的简便途
径。活动中，该县建立完善了“社区群言栏”工
作台账等长效机制，明确各社区指定专人每
周进行摘录，按照党务类、政务类、财务类、服
务类进行梳理，填写“社区群言”跟踪办理表，
提交社区两委。社区两委负责对“留言”事项
进行调查核实，根据职责分工督促落实，并将
办理结果进行公示。“截至目前，该县共收到
群众意见建议1200多条，解决问题400多件，
群众满意率达95%以上。

“社区群言栏”集民意解民忧

□黄 蕊 报道
本报邹平讯 为进一步发挥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魏桥镇在全镇党员和党支部中开
展亮牌示范活动。

在亮牌示范活动中，通过佩戴党徽、党
员家庭挂牌、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党
员志愿日等形式，把党员身份亮出来，增强
党员的政治荣誉感，促进党员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与此同时，各单位根据部门特点，确
定系列活动内容，组织党员开展志愿服务、
结对帮扶、走访慰问等实践活动，深入做好
党员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帮助群众解决生
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亮牌示范服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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