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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最大的民生工程
实现乡镇学校学位床位1:1

记者：兴文石海是天下奇观，独特的地貌

造就了独特的景观，但是这种多山地和丘陵的

地貌是不是也给兴文的教育发展带来了一些

影响？

陈良云：兴文县是四川最大的一个苗族聚

居县，地形地貌比较复杂，在教育方面确实受

地形条件包括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一些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

县域内多喀斯特地貌，群众居住分散，受

此影响，当地小规模教学点多且分散，山区学

生平均上学路途遥远，由此衍生了城乡教育发

展不平衡、乡村学校综合课程开展难、乡村学

校教师队伍弱等问题。

我刚到兴文任职的时候，青山岩小学只有

两个学生和一个老师，同时山区的孩子早上9

点上课，下午3点基本就放学了，在学习时间

上得不到充分的保证。因为学生少，特别是艺

术类的教师基本就跟不上，全县有将近1/3的

学校学生数在百人以下，师资配备存在一定问

题、艺术类课程开不齐，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

跟不上，在这方面城乡教育存在较大的差距。

记者：城乡教育发展存在差距，可能很多

县也会面临同样的困难，兴文县想出了什么样

的解决办法？

陈良云：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

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

建设的指导意见》。同年，四川省印发通知，要

求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

校建设，实现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

展，为学生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今年 6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

务体系的意见》，再次明确提出“科学制定城乡

学校布局规划，进一步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

针对城乡教育发展差距，根据兴文的现实

情况，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建寄宿制学校，

让孩子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在学校，至少让他们

接受教育的时间得到保障。其次是实行规模化

办学，让学校的社团、综合艺术课程等可以开展

起来。所以，乡镇全覆盖的寄宿制学校建设摆上

了议事议程，县委、县政府在这方面非常重视，

也非常舍得投入。我们筹集了13亿元，启动了

兴文县最大的民生工程，全县乡镇共5万多名

学生，我们按照1:1的学位床位来修建寄宿制学

校，加快民族地区教育强县建设。

记者：我刚才听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数

字，一个是投资13亿元，还有一个是实现乡镇

学校学位床位1:1。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头

号民生工程为什么给到了教育板块？

陈良云：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教育兴，国

家才强，国家才兴。在这个问题上，兴文一直有

良好的传统。兴文二中和山校区里面，有一块

光绪年间篆刻的石碑，上面刻着“振兴文教”，

说明兴文崇文重教的风气是比较浓厚的。现在

我们追求的是要上好学，要高质量地、高水平

地教好孩子，所以，我们把满足人民群众对“上

好学”的要求，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这也是让

全县50 万人民群众受益的一个工程，我们把

它摆在首位，从而把兴文真正兴起来，把文化

兴起来。通过教育强起来，让人口素质高起来，

为兴文今后的经济发展建立很好的基础和提

供人力保障。

记者：在全县所有乡镇建设寄宿制学校，

这项大工程是如何推进的？

陈良云：2021年，我们启动了乡镇寄宿制

学校建设，为了使校点布局更加合理，县委县

政府专题调研小组走遍了全县12个乡镇的95

个村小及部分法人学校，进行广泛而充分的调

研和论证。两年来，兴文在12所学校和8个校

点新建学生宿舍，第一批次校舍已于 2022 年

秋季投入使用，第二批次将在今年投入使用。

寄宿制学校建设是个民生工程，也是个民

心工程，我们要充分尊重老百姓的意见，让我们

整个教学点既要规模化办、集中办，也要方便老

百姓。如果孩子读书不方便了，或者更麻烦了，

就可能得不到支持，所以，我们前期的调研工作

是非常充分的。抓教育是老百姓非常关心的事

情，所以，县委、县政府在这个方面主动担当、主

动作为，大胆地推，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如今，乡镇寄宿制学校已经投入使用，不少

家长也到学校实地参观了解。学生宿舍8人一

间，配备可淋浴的双卫生间，床上用品一应俱

全，学生们都是“拎包入住”。风雨球场、塑胶跑

道、大礼堂，和城区学校比，硬件条件甚至更好。

吃好、住好、行好、学好
做好寄宿制学校建设“后半篇文章”

记者：孩子寄宿在学校，家长们是否有一

些疑虑？

陈良云：任何一个新生的事物在推的过程

当中都会遇到一些阻力，我们刚开始推行寄宿

制学校建设时，确实还是有少数家长担心上学

路途是不是更远了，同时也担心孩子住在学校

是不是会增加家庭经济负担，也有家长担心自

己孩子的自理能力等。

我们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想办法解决这

些问题。第一是关于路途的问题，我们开通了

“金通工程”，交通部门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

把孩子们上学的路线规划好，通过“金通工

程”，周五下午放学以后把孩子送回家，基本上

能够做到全覆盖。第二是加强寄宿制学校管

理，县委、县政府编制了《兴文县寄宿制学校管

理运行指南》，从学生住宿管理、餐饮工作、校

内活动开展、安全管理、困难学生资助等方面

为学生保驾护航，这些措施也给家长们吃了一

颗定心丸。这份指南，是我亲自审定过的。此

外，就是营养餐“升级”，之前，我们的营养餐只

有午餐，现在早餐晚餐都有，每年政府要拿出

4000万元左右补贴。

现在，老百姓基本都接受了，认为这是一

个很好的教育工程。特别是孩子寄宿之后，周

末节假日回家，言行举止都不一样了。经过群

居生活的锻炼和学校的教育，孩子的文明素

养、谈吐举止都发生了变化，融入社会的意识

以及社会责任感等都得到加强。

记者：也就是说，县委、县政府在推这项工

程的时候，已经把学生的寄宿制管理问题都考

虑到了。那么，吃住行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以后，

接下来就要考虑怎么学好的问题。

陈良云：寄宿制学校建设只是我们教育强

县建设的第一步，更核心的是接下来要解决的

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孩子在学校寄宿后，多出

来的在校时间如何安排？这就是我们下一步的

“后半篇文章”，要做好它，关键还是要注重学

校的内涵式发展，要让我们苗乡学子在家门口

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随着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推进，兴文县正

在构建以国家课程为重点，寄宿制课程为特

色，拓展课程为补充，“一校一特色”课程为延

伸的五育并举课程体系，充实孩子们的校园

时间。

一是国家课程为重点。开好课。严格落实

新课程方案和新课程标准，开齐开足开好国

家课程。上好课。制定《兴文县进一步深化课

堂教学改革实施意见》，全面推进生本教育、

自导式教学改革，探索“融创”课堂教学模式。

督好课。实施“五进课堂”听巡课活动和责任

督学蹲点调研制度，确保学校不挤占非智育

学科课程，推进以国家课程为重点的“五育并

举”全面落实。

二是寄宿课程为特色。围绕学生在校吃

穿住行学等活动，从每天早上起床到晚上就寝

科学设立全时段育人活动和课程，分为生活课

程、健康课程、品格课程、艺术课程、安全课程、

活动课程六大类。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时间开展

综合实践活动、主题研学活动，延展学生学习

空间，开设培养学生个性发展的活动课程。深

入挖掘校内外的教育元素，将“五育”有机融合

在寄宿学生的学习生活中。

三是拓展课程为补充。优化课后延时服务

课程和研学实践课程设置，加强校本课程开

发，实施仪式教育、红色观影、社会实践、警示

教育等学生德育课程；开展体育社团、展演活

动、艺术节等艺体特色课程和活动，帮助学生

初步掌握终身受益的运动技能、艺术特长；实

施家务劳动、生活技能、社会实践劳动、志愿服

务劳动、劳动成果展评、劳动技能大赛等劳动

教育课程。

四是“一校一特色”课程为延伸。学校结

合文化育人特色，“一校一特色”打造学校五

育特色课程，各具特色的学校五育课程初步

形成。

五是科研课题为支撑。《县域推进民族地

区全寄宿制学校“五育并举”改革实践研究

——以兴文县为例》立项为宜宾市“五育并举”

重难点问题专项攻关研究课题，全县16 个试

点学校一校一课题，围绕全寄宿制学生“学习

管理、生活管理、个人管理、课余管理、身心管

理”五项工作，着力解决“五育并举”推进中的

重难点问题，推动寄宿制学校构建更有特色、

更高质量的“五育”教育体系。

提升教师队伍素质
建好高质量推进“五育并举”的第一资源

记者：实施“五育并举”的课程，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教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教

师队伍建设上，兴文县是怎么思考和实践的？

陈良云：在健全教师培训和激励机制上，

兴文县始终把教师作为高质量推进“五育并

举”的第一资源，组织系统培训，提升教师队伍

素质，提升学校干部现代学校治理能力和水

平；健全教师培训、激励机制，严格按标准兑现

教师绩效考核奖，设立教育教学质量专项奖

励，着力打造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充满活力、

可持续发展的教师队伍。

在持续提升教师能力方面，我们开展大讨

论，围绕实施“五育并举”和寄宿制学校管理运

行，广泛开展“五育并举怎么看、怎么办、怎么

干”大讨论，通过认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教育方针，学习市委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和教育

政策法规，选择部分校长、教师、家长、学生谈

认识、谈体会、谈想法、谈做法，在全系统形成

“五育并举”共识。

围绕提升教师队伍素质，我们扎实开展假

期“三段式”（假期前期、中期、后期）教师培训，

实施校长、教师假期“充电”工程；围绕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依托名师工作室品牌，辐射带动

全县各级名师工作室（站），引领大批教师开展

教学业务研修，提升能力水平……诸多举措只

为全面提高课堂育人质量。

与此同时，我们将教师激励机制落实。严

格按标准兑现老师绩效考核奖，设立教育教学

质量专项奖励，统筹用于考核奖励成绩突出教

师。目前，正在拟制班主任、心理健康教师、校

级干部、教师考核评价系列方案，落实班主任、

心理健康教师待遇和教学质量专项奖励等激

励措施。

记者：您刚才提到假期“三段式”教师培

训，这是兴文教师培训工作的一项创新之举

吗？

陈良云：开展假期“三段式”（假期前期、中

期、后期）教师培训，就是利用好假期时间，让

老师们“充电”，迎接新的学期和新的教学工

作。第一段时间是刚放假的时候，利用一个星

期，对教师进行上学期教育教学的总结式培

训，让老师明白哪些优势要继续坚持，哪些短

板要补上。假期中段，设有一个星期的素质能

力综合性培训。最后一段就是开学前的一个星

期，为接下来的一学期教学教育工作做充分的

准备。强化假期“三段式”培训，让我们教师的

素质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

教育教学水平。

记者：教育发展久久为功。我们确实感受

到了兴文县委、县政府在教育投入上的决心，

在教育发展上做出的努力。您对兴文教育未来

的发展有怎样的规划和期待？

陈良云：要把促进教育公平融入到深化教

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各方面、各环节，缩小教育

的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努力让每个孩

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更好满足群

众对“上好学”的需要。

结合兴文特有的县情学情，我们要继续做

好基础教育，缩小城乡差距，努力让每个孩子

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的教育，满足人民群众上

好学的需求。这也是我们对教育以及对兴文经

济社会发展的美好愿景。我们也坚信，兴文的

教育会越来越好，人才队伍建设会越来越好，

兴文的明天发展也会更好。

建得学厦千万间 苗乡学子俱欢颜
——对话兴文县委书记陈良云

■ 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组 陈志敏 王晓旭 彭之梅

兴文县坐落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带，是四川省少数民族地区待遇县、革命
老区县，县内多山地和丘陵，群众居住分散，外出务工人员多，学龄儿童中留守
情况常见。如何把促进教育公平融入到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各方面、各环
节，缩小教育的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考验着当地政府的执政智慧。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聚焦教育公平，兴文县根据特有的县情、学情，投资13

亿元启动了最大的民生工程——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在乡镇实施1∶1学位床
位建设，实现乡镇学校寄宿制全覆盖。县级财政如何为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和配
套措施保驾护航？寄宿制学校管理如何打消家长疑虑？学生住校后多出的教育
时间如何充分利用？规模化办学后师资力量如何提升？四川省教育融媒体中心
特别报道组走进这座川南小城，与兴文县委书记陈良云展开对话，探寻兴文县
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生动实践。

中共兴文县委书记陈良云（左）接受记者采访。（兴文县教育和体育局提供）

▲ 兴文县五星镇中心校全景。（兴文县教育和体育局提供）

◀ 兴文县古宋镇第二小学校的手工课堂。（兴文县教育和体育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