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巩悦悦

办好镇驻地学校

尽可能不流失孩子

坐在记者面前的张作同，55岁，干
净利落的漆黑寸发，目光坚定，特有精
气神儿。身边人透露，他的头发几乎全
白了，为了此次对话专门将一头白发染
成黑色。而“一夜白头”就发生在他来教
育领域工作这一年半的时间里。

2022年3月，张作同离开工作30年
的乡镇，成为曹县教育的领路人。上任
之初，摆在张作同眼前的两大问题：一
是学校安全，二是教学质量。据介绍，曹
县户籍人口有170万人，其中30多万人
在外打工，这意味着近10万个家庭在
外，对教育的冲击显而易见。

也因此，在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挑战
下，张作同提出“要努力把农村中心校
办好”，大的乡镇要发展不少于两处完
全中心小学，为1-3年级保留几个教学
点方便就近入学，给4-6年级孩子办成
一个有住宿条件的完全小学，让偏远村
庄的孩子寄宿在这里，方便他们的父母
外出打工。同时，他们还要发展校车，避
免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每天接送孩子，
风里来雨里去的不方便。而这，就是曹
县乡村教育当前的发展方向。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生源呈
现出递减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正
常的教育教学活动难以开展。因此，今
年以来，不少区县实行了农村小规模学
校撤并。而且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来
看，2012-2021年，镇区小学总数减少
4754所，乡村小学总数减少73461所，减
少数量是镇区小学的15倍之多。

“和大班额一样，小班额也保证不
了教育教学质量。”对于一所不足100人
的小学，想要把它办成一个质量比较高
的学校，难度非常大，原因在于学生学
习形不成竞争氛围，当地也很难保证把
每科老师配备到位。基于这个情况，撤
并乡村小规模学校之后整合资源，是当
下办好教育的出路。

话虽这样说，但张作同还是感受到
了压力。但无论前路有多艰辛，他就是
要锚定一点——— 重点把城区学校办好，
把乡镇学校办好，把镇驻地学校办好，
让孩子尽可能不要流失。这样就能让偏
远村庄的孩子到乡镇就读，城里买房的
家庭在城区享受优质资源，也能最大程
度上保证师资队伍的稳定性。

大部分农村生源回流

张作同调研发现，曹县教育面临的
困难是年轻教师吸附不下来，尽管每年

招来大量新入职教师支援偏远乡镇和
农村，但在三五年后，他们就会千方百
计想要调离这里。真正留下来的都是年
龄较大、离家较近的老教师。

反观另外一些农村学校，却有着截
然不同的景象。“这些农村学校有得天
独厚的条件，距离县城不到十公里，而
且还可以享受农村补贴和职称倾斜，学
校教学氛围好了，学校老师自然不愿意
进城了。”张作同说。

怎样才能帮更多乡村教师补足差距，
让他们安心留在乡村任教？

经历了阵阵“头脑风暴”之后，张作
同和班子成员研究决定，要用一个完全
的机制调动老师们的积极性。

张作同介绍，教师招聘中，他们拿出
了相当比例支持农村，“新入职教师至少
要在农村服务5年，5年后要进行新一轮
考核。对于表现突出、态度端正、成绩优
秀的老师，我们会征求他们的想法。愿意
留下来的大力鼓励，并在领导岗位方面
优先考虑。愿意进城的，我们也会千方百
计照顾到年轻教师两地分居情况，让他
们安心教学。”

去年以来，曹县教体局推动全县初
中学校和部分小学实行集团化办学，将
全县39所初中学校全部纳入集团化学
校，要实现城镇教育均衡发展，让农村
教育追赶上城镇步伐，最终逐步消除学
生择校、家长择校的现象。实施集团化
办学一年多，张作同欣喜地看到，今年
秋季招生的一年级和初一新生在县城
择校现象不那么明显了。举例来说，去
年曹城镇中学被纳入曹县继儒教育集
团，成了曹县继儒教育学校北校区。这
样两所学校就能实现资源共享，最终实
现学生的就近入学。

全县小学将成立9个集团

在乡镇工作大半辈子的张作同说，

如果教育发展不好，最后根本留不住
人，乡镇驻地也发展不好。但如果真正
把镇驻地学校办成全县一流学校，就能
吸纳周边镇的居民来居住。

庄寨实验学校就是个例子。
最早，庄寨实验学校是福建客商开

发建设的，当时开发商就找到张作同“谈
判”，想建造一所民办学校，但这并不符
合教育相关政策。后来经沟通，他们决定
交予政府管理，针对这个小区专门建一
所公办学校，并把它挂靠到曹县第一实
验小学，后来这所学校还真被带动起来
了。

“现在这所学校的口碑和成绩在全
县遥遥领先，一点都不比城里学校差。”
张作同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但就目前全县的教育状况，还没有真
正达到让我满意的效果。我也知道教育
不是一朝一夕的，只能加快速度，但不
能让它速成。”

镇驻地学校必须办好，这是张作同
对自己的要求，“今年马上开始城区学校
托管农村小学，全县小学成立9个教育集
团，将农村小学纳入到县城的几所学校
里，托管起30个中心校、乡镇驻地学校，
用驻地学校带动周边的教学点。我们也
会‘走出去’，但更多是‘引进来’。因为我
去过杭州，去过青岛，但我发现最后一点
也落实不了，因为那些地方太‘高大上’
了，我们农村达不到这个条件。”

在张作同看来，虽然有些东西学不
来，但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去提升。学习
一些好的学校的理念，结合自己的实际
进行提升。

“我对自己说，你是曹县教育领路
人，你更应该有担当，不能愧对自己的良
心。”张作同告诉记者，“可能现在做的一
些决策不能让所有人理解和满意，但不
管别人怎样说，历史会有公断。当过去十
年八载，别人能对你有个公正评价，认为
你这个人还行，这就做到问心无愧了。”

乡村教育的成功与否关系着能否缩小城乡教育差
距。在山东曹县，30万中小学及幼儿园在校生中的一半来
自乡村学校。面对学生各种状况，曹县经历着怎样的困惑
和挑战？如何破题？近日，《青年说》栏目记者独家专访曹
县教体局党委书记、局长张作同，试图寻找到答案。

对话曹县教育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张作同

留守儿童大县如何留老师留学生

记者 巩悦悦

这是一次“迟到”的采访。
原定访谈是在11月上旬的一个午后，但超出

约定时间半小时，却迟迟没有等来曹县教体局局
长张作同。在这之前，张局长曾抱歉地打来电话
称，“我在理发，可能要迟到一会，非常抱歉。”等
待他的间隙，我才从曹县教体局工作人员那里了
解到，来教育也就一年半，张局的头发几乎全白
了，他是在染发。为把更好的形象呈现给《青年
说》栏目的读者观众面前，这位新任局长也蛮

“拼”的。
采访前一天他还在杭州考察，行程结束立马

乘坐晚上的高铁，凌晨三点赶回曹县，眼都没合，新
的一天又开始了。开会，调研，与校长、老师对话，谈
破局……因此，当张局长自行驱车赶往此次专访所
在地——— 曹县磐石中心小学图书馆的时候，一头干
净利落的漆黑寸发，依然掩饰不住脸上的倦容。

坐定之后，我和张局长几乎没有过多寒暄，
立即进入采访正题。早就听说曹县有170万户籍
人口，仅常住人口就有130万人，是名副其实的人
口大县。相对应地，当地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学生
就占了30万人，其中，有一半是农村孩子。恰巧我
对乡村教育话题比较感兴趣，因此，在察觉到张
局长面对曹县乡村教育的困惑和不断尝试之后，
我们就围绕“乡村教育振兴”话题开始谈起，一聊
就是一个多钟头。

面对记者的专访，不断输出当地亮点工作似
乎成了约定成俗的“习惯”，而眼前这位局长却有
点出乎我的意料。谈及城镇化进程加快背景下农
村教师和孩子的流失情况，他毫不避讳地指出当
下面临的难题和挑战，以及在“小马过河”般摸索
一条怎样的发展路径。而在这过程中，每做一个
改变，每做一项决策，都要说服每个人，但总会有
人不理解。但他相信，只要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只
要不把孩子的教育毁在他们手中，不管别人怎样
说，历史自会有公断。

接手教育后，他发现教育是个看不到尽头的
工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相当多的努力。相比
上世纪70年代的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现在最
好、最安全的建筑就是学校，政府对教育的投入
之大，让曹县教育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因此，作为教育人，必须虚心学习，不断进步，丰
富自己，争取在原来的基础上一天更比一天强。

在不少教育政策类文件中，我经常会看到这
样一句话———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张局长看
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一种最好的理想，但在
过程中总会有人不满意，而他们要做的一定是因材
施教。每个孩子花期不同，擅长的事情也不一样，如
何尽心尽力地对待每一个孩子，不能让他们因教育
而受到约束和限制。相反，如果能让学生喜欢上他
们的校园，认可他们的老师，这就是最大的成功。老
师们只有用心去做，才能办好让家长满意、社会认
可的教育。

一次“迟到”的采访

记者手记

曹县韩集镇伊庄小学的孩子们正在上劳动教育课。

曹县教体局党委书记、局长（右）张作同接受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青年说》栏目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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