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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人“有学上”到人人“上好学”———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邹城实践”

□ 本报记者 张誉耀
本报通讯员 徐 峰 王昌军

办学条件标准化

“儿子在城里工作,为了孙女去二实小上
学方便在南边买了房子,没想到新建成的钢山
小学离家更近，骑电动车几分钟就到了,都不
用拐弯。”市民张佃友说，钢山小学作为二实
小的分校，设施条件、管理模式和教学质量他
们都特别满意。

钢山小学按照省级规范化学校标准建设,
五层的综合楼、教学楼有长廊连接，拥有各类
房间200余间，所有教室均安装空调，配备高
标准教学一体机，楼道、进出口均安装监控设
备。教室、活动室、洗手间、盥洗间、换衣间一
样不少，所有教室、活动室均铺设木地板、木
墙裙,有效保护儿童健康，还安装了多个24小
时高清监控，由10名保安轮流执勤。

郭里镇是邹城市西南部的山区镇，地理
位置偏僻，经济基础薄弱。镇政府办公用房是
低矮的瓦屋，但就在咫尺之遥，集幼儿园、小
学、初中为一体的教育园区，却成为当地建筑
最好、环境最美的地方。

该镇教育办公室主任周健自豪地告诉记
者，这个教育园区，从2012年9月就已正式投入
使用，共占地200多亩，投资2000多万元。“得益
于这一教育资源的深度整合，周边16个村的
孩子全部进入园区学习，改变了以往投入‘撒
胡椒面’的状况，有利于集中力量建一所、成
一所、达标一所、规范一所。目前，全镇形成以
教育园区为核心的‘一心四翼’的办学格局，
切实发挥了教育资源的聚集效应。”该镇党委
书记田野说。

以上这些只是邹城市学校发展的一个缩
影。如今，走进邹城的每一所城乡学校，都有
错落有致的校舍、干净整洁的地面、鲜花盛开
的花坛，耳闻目睹的是浓浓的书香、向上的朝

气、灿烂的笑容。从幼儿园到小学，从普通中
学到职业学校，从城区到乡村，一座座崭新的
校舍矗立起来。邹城市现有省、济宁市规范化
学校85处、电化教育示范学校127处，济宁市实
验室建设规范化学校74处，92%的学校达到山
东省办学条件标准化水平，优质教育资源位
居济宁市前列。

城乡师资共创优质化

“我就是因为吃了文化程度低的亏，不
能再让孩子走我的老路，得让他好好上学。
打算送孩子到城区学校去就读，但一想起每
天要往返30里路接送孩子，就很头疼。现在
可好了，兴隆小学变成了一实小的分校区，
办学质量有保障了，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
更好的教育了。”8月初，正是新生报名的
时候，在千泉装饰城做装修生意的许召海高
兴地告诉记者。

师资队伍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是学校内
涵发展的根本保证。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
精湛、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的教师队伍成为推
动邹城教育均衡、优质、高位发展的关键所
在。邹城把打造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作为促进
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健全完善教师补
充机制，促进城乡教师交流互动，强化师德专
业管理，有力促进城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
提高，为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邹城市建立教师队伍建设联席会议制
度，把教师队伍建设纳入人才队伍建设系统
工程，出台《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五年规划》。
2009年以来，公开考选教师747名，引进高层次
人才104名，90%安排到农村中小学任教。每年
选派200多名城区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选派
100名农村教师到城区学校跟岗学习，镇域内
教师支教交流也已成常态。

同时，全面加强教师专业化成长，构建了
城乡教师网络教研“云平台”，初步实现区域
教学资源共享和教研工作的网上互动交流。

完善师德建设、职称评聘、绩效考核、培养培
训等管理制度，建立了远程研修、自主培训、
校本培训组成的分层次、多元化、立体式培训
体系，每年选派400名学校领导干部、骨干教
师到知名高校参加研修，教师全员培训扎实
高效。积极开展业务竞赛和评选表彰活动，实
施雏鹰、展翅、领雁“名师成长工程”。如今，邹
城市优秀教师遍布城乡，学历层次明显提升，
教师结构更趋合理。

优质资源公平化

针对留守儿童较多的实际，邹城建立“一
对一”留守儿童帮扶关爱制度，完善全员育
人、全程育人管理体系。建设“乡村学校少年
宫”134所，成立留守儿童关爱站35处，社会各
界积极开展结对帮扶和志愿者服务行动，500
多名爱心人士主动担任“爱心妈妈”、“爱心爸
爸”，为留守儿童健康成长撑起一片蓝天。

同时，该市把保障残疾儿童受教育权益
纳入市政府为民所办“十件实事”，启动实施
残疾少年儿童“一康双学”工程，对320名轻度
残疾少年儿童实施随班就读或到特殊教育学
校学习，对300名重度残疾少年儿童开展送教
上门，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98%。

“教育要满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
民生需要，均衡只是手段，优质才是目的。”在
邹城市教育局副局长邢瑞舒看来，高标准推
进均衡发展，高质量推进内涵发展，高水平推
进特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奋斗方向。

邹城市立足亚圣故里、儒学之源的独特
优势，注重学生道德素养、精神风貌、意志品
质的培养，突出现代教育思想和中华传统文
化底蕴的渗透，重视对学生生活态度、审美情
趣的引导，大力加强特色学校建设，校园文化
建设内涵丰富，特色鲜明，传统文化教育、艺
术教育、国学教育等一大批品牌学校不断汇
聚，书香礼仪、健康雅韵、创新励志的环境氛
围不断生成。

各学校以素质教育为引领，以建设“规范
+特色”的学校、培养“合格+特长”的学生为目
标，教学生学会生活、学会学习、学会思考、学
会探究、学会合作。学生的动手、观察、探究能
力不断增强，素质教育枝繁叶茂、硕果飘香。4
名学生获得“国家少科院小院士”称号，连续
四年承办济宁市中小学生机器人比赛，承办
苏鲁豫皖教育信息化年会、全国大学生机器
人大赛，80余名选手参加国际国内各级各类
机器人竞赛，先后获得6项国际大奖、15项全
国奖、50多项省级奖励。

前7个月重点工业项目

开工率达91%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田金辉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7月份，济宁市256个重点工业项目进

展良好，总投资2350 . 8亿元，2014年计划投资783 . 5亿元，1-7
月份完成投资450 . 5亿元，占年度计划的57 . 5%，自开工以来
累计完成投资930 . 4亿元。截至7月底，已开工建设233个项
目，开工率为91%。

其中，山东如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功能性高档职业装
面料生产、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年产1亿支冻干粉针车间
等18个项目建成投产，按能力测算，年可新增销售收入154
亿元，利税23亿元。山东德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新型环保防
腐保温材料产业化、济宁兴隆食品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数控
食品机械等4个项目基本完工，生产设备安装调试完毕，进
入试生产阶段。碳素集团科伦比恩化学品有限公司炭黑生
产、华勤橡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重型特种钢丝
绳、山东荣信煤化有限责任公司恒信科技大厦等23个项目
正在有序进行前期规划、环评、土地和招投标工作。

另外，全市129个“百项千亿”重点技术改造项目，总投
资1078 . 8亿元，2014年计划投资449 . 8亿元。截至7月底，已开
工建设122个，开工率为94 . 6%；1-7月份完成投资252 . 7亿元，
占年度计划的56 . 2%；自开工以来累计完成投资442 . 2亿元，
占项目总投资的41%。

省运会筹办基本就绪
□记者 吕光社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8月16日，济宁市召开23届省运会济宁

代表团成立暨倒计时30天动员大会，23届省运会将于1个
月后在济宁开幕。目前，预赛已经进行完毕，各项决赛正
在有序进行，济宁已做好省运会各项准备。当日上午，23
届省运会济宁代表团成立，济宁将有1043名运动员出征各
单项决赛，市委书记马平昌向济宁代表团授旗。

据了解，23届省运会场馆建设已全面完成，赛事筹办
基本就绪，后勤服务保障有力，社会氛围日益浓厚，赛事
活动有序展开，济宁正以一流的场馆设施、优美的生态环
境、良好的精神风貌，迎接省运会的胜利召开和全省各地
体育健儿、各方嘉宾的到来。

长江黄河“会师”南四湖

南四湖仍处于缺水状态

□记者 吕光社 王浩奇 报道
本报微山讯 记者从微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截

至8月15日，引长江水入南四湖下级湖总量已达到3800万立
方米，引黄河水入南四湖上级湖总量约4700万立方米。目
前，下级湖水位上升至31 . 10米，上级湖水位升至32 . 90米，分
别高出生态水位0 . 05米和0 . 35米。

据悉，今年1月以来，南四湖地区降水较常年偏少约3
成，入汛以来降水偏少近5成，湖区蓄水不足历年同期的2
成。南四湖上级湖6月22日水位降至死水位，7月31日降至
32 . 73米，低于死水位0 . 27米；下级湖6月12日水位降至死水
位，7月14日降至最低生态水位(31 . 05米)以下，7月31日水位
为30 . 81米，低于最低生态水位0 . 24米。旱情对当地渔业、农
业、运输业、旅游业等方面造成了严重影响。

对此，我省于7月19日12时开始，利用菏泽市刘庄、谢寨
两处灌区和济宁市国那里灌区引黄河水，经梁济运河、洙赵
新河、东鱼河注入南四湖上级湖。根据国家防总部署，8月5
日16时37分，南水北调东线江都泵站开始调引长江水，利用
京杭大运河输水，途经洪泽湖、骆马湖，经9级泵站逐级提水
至南四湖下级湖。

微山县防汛抗旱指挥部主任鲁福安介绍，这是自2002
年以来，长江、黄河第二次“会师”南四湖，对南四湖旱情有
所缓解，但就目前水位来看，南四湖仍处于“缺水”状态。

邹城，古称“邹鲁圣地”，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的故里。如今的
邹城，依然积极传承“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优良传统，高举“打造均衡优质教
育，建设和谐幸福新邹城”的旗帜，掀起新一轮教育发展热潮，逐步实现了从人人
“有学上”的初步均衡，到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基本均衡，再到人人都能“上好
学”的优质均衡。

“我是为乡亲们看病的大夫，要是总想着拿着算盘点票子，那不成生意人了？”

韩爱民：但愿人无病，不怕药生尘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张伟光 徐西军

照顾老人钻研出国家专利

“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
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在韩爱民诊所的桌
子上始终放着一本书页暗黄的《“赤脚医生”
手册》，韩爱民也早已将扉页的几句毛主席语
录背得滚瓜烂熟。

1989年，韩爱民开始在汶上县寅寺镇敬
老院做卫生员。老院医田延国看韩爱民好学，
就经常教他给老人们看病。一老一少晚上头
对着头睡觉，熄了灯，经常聊看病聊到深夜。

“给人看病要先有医德，不能光为了挣
钱，不能用孬药，要实事求是，能治就治，不能
治也不能怕丢人。”老先生的教诲，韩爱民始
终不敢忘记。

年轻的韩爱民确实遇到了许多“不能治
的病”。每当这种时候，韩爱民就骑自行车跟
着自己治不好的病人去大医院。“到了大医院
我在一旁不说话，等着听人家医生怎么说。”
想到当年的情景，韩爱民至今还有些小得意，
当时不用交学费照样学了不少知识。

可是，一种叫褥疮的病，韩爱民看不了，

严重的褥疮连大医院的医生都连连摇头。这
种病多发在敬老院里的老年人或者常年卧床
不起的病人身上，如果任由病情发展，肌肉溃
烂到骨膜，容易引起致命的败血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医疗条件还不很发
达，“当时就用啤酒瓶将土霉素片压成面，敷
在溃烂处。”韩爱民说，像仙人掌、双黄连水等
方子，他都尝试过，轻微病情还勉强可以，严
重点的根本无济于事。

他曾为这种病困惑了一年。
后来的一次偶然机会让韩爱民从邻居那

里得到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上面的古
方生肌散让韩爱民看到了希望。不过，生肌散
见效慢，对于伤处直径超过10厘米或者已经
结疤的也根本没什么效果。

“活血化瘀，祛腐生肌，消炎止痛”，按照
这样的组方原则，他买来相关的中药，在保证
没有副作用的条件下，不断改变组方，终于在
7年后配制出现在的国家专利“韩式褥疮膏”。

自购“救护车”免费接送病人

“但愿世间人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韩
爱民后来开起了诊所，这幅对联是晚清老秀
才、韩爱民的姥爷题写在诊所大门上的，这么
多年来，几个字不断被雨水冲刷模糊，韩爱民
又不断换上新的牌子。

韩爱民捧着国家专利并没有用它牟取暴

利。褥疮多与养病的环境有关，这种病人的家
庭往往是农村的穷苦人家。“不能提价，提了
价他们肯定受不了。”韩爱民说，研制成药膏
后不到4年，他免费救治了200多位病人，有的
患者家属实在过意不去，执意给钱，一盒20克
的药膏，他也就象征性地收个四五块钱。

8月6日中午，雨后的太阳早就挂起，酷热
感混在紧促的蝉声中袭来，让人倍感焦灼。汶
上镇阙庄村，58岁的刘洪汉正躺在家中床上
养病，患有尿毒症的儿子刘奇峰正在厨房里
忙活着，等着一大早就出去干活的妻子中午
回来吃饭。

看到恩人韩爱民来了，刘奇峰赶紧迎了
出来：“韩哥来了，赶紧到屋里来坐！”3年前，
为了给父亲刘洪汉治褥疮，他跑了三四家医
院都没治好，好在遇到了韩爱民。

韩爱民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彻底治好了刘
洪汉的褥疮。家里两个劳力都患了病，没有经
济来源，韩爱民最后不仅没收他们一分钱的
医药费，还经常带礼物到家里看望病人。“不
管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一打电话，韩哥再忙
也会过来。”刘奇峰激动地说，“多亏了韩哥，
不然俺爹可能早就不在了。”

从刘奇峰家里出来，在路边摊晒柴禾的
李广会老人和韩爱民打招呼：“爱民来了，到
家里吃饭吧。”4年前，韩爱民用18天治好了老
人好几年唇部溃烂的病，老人儿媳妇激动得
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说：“韩大夫，全汶上的饭

店你随便挑一家吧！”
回到韩爱民的诊所后，刚陪女儿挂完吊

瓶的林女士说，她家住在寅寺街上，离家10米
内就有一家诊所，因为韩爱民这里看病便宜，
见效快，她不惜舍近求远。

“尊福，你用外面那辆车把她娘俩送走
吧。”韩爱民对帮手刘尊福喊了一声。他用攒
的钱买了两辆“五菱之光”，用于接送病人。而
他的手机号码“13562434536”，也成了十里八
乡的“120”，只要有打电话的，他都免费接送。

村民为善行感动捐15万元

“为了顺利推动前李村村庄建设，为了解
决建设资金的缺口，我们决定召开前李村‘三
化’工程奠基仪式，以此活动进行募捐，举全
村父老乡亲之力，掀起建设美好家园活动的
高潮。”6月16日，韩爱民在给前李村籍村民的
邀请函中写道。

前不久，前李村的老书记因病辞职，村民
一致推选韩爱民代理村支书。摆在韩爱民面
前的第一件事就是“亮化、硬化、绿化”的“三
化”工程，村里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

为了尽快筹到建村资金，他想到了捐款。
在发出邀请函的10天后，前李村的广场上聚
集了全村几乎所有的村民。而每一位到场的
村民都有一段和韩爱民之间的故事。

长年在外的张学尧、张学舜、张学禹三兄
弟专门从外地赶回来，现场捐了2600元。他们
的父亲是一位老红军，晚年体弱多病，韩爱民
为他义务做了4年多的保健医生。

98岁的李马氏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紧紧
攥着100元钱往广场上赶。到了广场就紧紧抓
住韩爱民的手，使劲把已经攥出汗的100元钱
往他手里塞。韩爱民执意不要，没想到老太太
竟哭了起来：“爱民，这个钱你一定得要啊！”

原来，李马氏是村里的孤寡老人，韩爱民
为老人免费看了七八年的病，老人心里一直
过意不去，才在捐款现场抹起了泪。

一上午募捐到15万元建村款，这样的结
果在乡亲们的情理之中，却出乎韩爱民的意
料之外。在接下来的“三化”工作中，全村60多
人不要工钱，都自愿报名参加义务劳动，修
路、刷墙、安路灯……

“穷人吃药，富人拿钱。”韩爱民一直记着
姥爷对他说过的话，为乡亲看病收费低，对家
庭困难的还免费，对此，他笑了笑说：“我是为
乡亲们看病的大夫，要是总想着拿着算盘点
票子，那不成生意人了？”

今年42岁的韩爱民17岁就开始
在汶上县寅寺镇敬老院当卫生员，
虚心好学，研究出国家发明专利“韩
式褥疮膏”后，非但没有牟取暴利，
反而一如既往以“成本价”为乡亲看
病，对困难家庭还免费救治。据不完
全统计，仅2010年至今，韩爱民已经
免费救治了200多位褥疮患者。

韩爱民的诊所门口，一直挂着
自己姥爷亲手题写的“但愿世间人
无病，哪怕架上药生尘”，他每天都
把这行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同时
落实到每一次给病人看病当中。

8月18日，韩爱民（右）到寅寺镇敬老院为老人作检查。

邹城市孟子小学学生在亚圣殿前表演《劝学》。（资料图）


	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