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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滕州市教体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光耀

教育大县的幸福与烦恼

作为“江北第一大县”，拥有157万常住人口的山东滕州，有
220所学校、近30万名在校学生。放眼全省各区县，无论是学校数
量，还是生源人数，滕州教育的规模都是全省最大的。

经过多年的传承与发展，滕州教育已经基本达到了优质均
衡，但在新的发展阶段，它也面临着和其他城市相同的共性问
题。近日，《青年说》栏目专访了滕州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朱光耀，直面社会关注、家长关心的热点话题。

滕州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光耀。

特别支持：

首席记者 巩悦悦
记者 王凯

谈规模 >>

想要破解供需矛盾

得精打细算过日子
记者了解到，滕州义务教育学校有206

所，在校生超过21万人，无论是学校数量，还
是师生人数，滕州的规模都是山东最大的。
拥有如此大的人口基数，怎样才能在不触及
红线的前提下，满足入学高峰所需大量学位
的现实问题？

“由于人口多、基数大，学生也相对较多，
虽然政府投入了很大的资金规划布局，但我
们硬件设施建设有时还是滞后的。”朱光耀
指出，特别是放开“二孩”后迎来的首个入学
高峰，今年增加2000人，明年要增1 .5万人左
右，“教育供给和需求还是有矛盾，这也是我
们面临的巨大困难和短板。”

朱光耀算了一笔账：就学位来算，要建10
所学校才能满足这1 . 5万名学生的入学。但
建学校所需要的规划土地供应、资金投入等
要素很难在短时间内配齐。

朱光耀认为，要想解决入学高峰带来的
学位紧张问题，一是通过政府购买民办校舍
和教学楼的办法，来解决接近1/3的学位问
题；二是滕州正规划新建四五所学校，也能
解决1/3的学位问题。

剩余1/3怎么办？朱光耀透露，他们计划
将中学的空余学位拿出来，尽量多建几所九
年一贯制学校，解决部分刚性需求问题。

由于人口基数大，朱光耀坦言，滕州教
育是在“精打细算过日子”。虽然学校学位方
面的压力较大，但在他看来，无论经济发展
还是教育发展，人口众多是滕州最大的优
势。

朱光耀分析，滕州学生多，教师也多。各
级各类学校的在岗教师就有近三万人。在如
此庞大的教师队伍基础上，不优秀就不会脱
颖而出。而从中选拔出来的骨干教师、名师、
名校长、名班主任，在全省都是响当当的，因
为他们必须得“杀出一条血路来”。

“和其他人口少的县区不一样，在滕州
当老师要付出更多艰辛。假如小县区优秀教
师1:10脱颖而出，滕州1:100才能突围出来。因
此，全省、全市的名师、名校长，滕州就有一大
批。”

教师基数大，因此滕州脱颖而出一大批
优秀教师；学生基数大，则让滕州这个教育
大县为国家输送了大量人才。记者了解到，
滕州今年文化课的本科上线人数突破了4000
人大关，各级本科总上线人数突破7000人大
关。在朱光耀看来，这正是一大批优秀教师
带出来的优秀成果。

“社会上对教育的结果非常重视，比如
考上几个名校，考上几个本科。但实际上，我
们肩负的应该是综合的素质教育，是孩子的
全面发展，而不仅仅是文化课考了多少分，
考上了几个清华、北大。”朱光耀透露，滕州从
考核机制上对教师素养提出顶层设计，年轻
教师接受新思维更快些，老教师的思维也正
逐渐转变。”

谈氛围 >>

1 .4万多名在编在岗教师

没一个吃闲饭、睡大觉的

“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是各地避不
开的话题。即便是在“全国教育发展综合实
力百强县”的山东滕州，也正面临着诸多困
扰。

“经过多年的传承和发展，我们的教育
基本达到优质，也基本达到了均衡，但也面
临着很大的压力、困惑和困难。”在朱光耀看
来，教育的优质均衡方面，农村和主城区还
存在一定差距，这是当下面临的首要困难。

为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滕州市委、市
政府加大了在农村的教育投资，学校成了乡
村最漂亮、最安全的建筑；另一方面，通过分
级聘任等手段，滕州每年都有500—800名骨
干教师到农村支教，送去先进的教学和管理
经验；最后，通过选拔，让农村骨干教师到城
里任教，再将学到手的理念带回农村，来逐
渐缩小差距。“农村学生在逐渐回流，这是我
们的进步，我们看到了希望。”朱光耀说。

朱光耀介绍，过去，教师评上高级职称
以后，就开始“喘口气歇歇脚”“船到码头车到
站”，造成了资源浪费和待遇不公，影响了年
轻教师的积极性。通过制度设计，滕州在全
市推行真正严谨细致的分级聘任，职称越
高，课时量越多，并非拿到高职称就可以“躺
平”了。

“义务教育阶段，现在我们在编在岗的
1 .4万多名教师，没一个吃闲饭、睡大觉的。”
朱光耀指出，如果高职称教师的课时量不
够，到下一学年，职位和待遇就有可能降低。
最重要的是，这已经在教师队伍当中形成一
种共识，形成了一种相互监督的约束作用。

“原来我们的教育现状是城区优而不
均，农村既不优也不均。这几年通过强镇筑
基、强校扩优和集团化办学、强弱帮扶等机
制，农村学校通过‘三个中心’的打造，他们的
教学质量、素质教育在整体提升，得到了家
长的认可。”朱光耀说，虽然滕州在均衡发展
的道路上进行了有益尝试，但这条路还很漫
长。

在滕州，所有的教师都要在开学前竞争
上岗，校长和教师之间是双向选择，足够优
秀的才可以脱颖而出，落聘的教师就只能到
其他学校再次竞聘，如果多次落聘，这位教
师的价值就会被人怀疑。

在朱光耀看来，这样一种良性竞争机
制，能让真正素质高、有能力的教师脱颖而
出，在关键岗位上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也
在更大层面上促进了城乡均衡发展。

在滕州教师身上，朱光耀看到了他们对
事业的热爱、执着和敬业。不论在城里还是
乡村，不论在大中小学，还是高职院校和特

教学校，教师一辈子守着三尺讲台，就是为
了能让孩子成长成才。

“有这么好的队伍，我作为教育局长也
很感动、很自豪，这也是我干好工作的内生
动力。”朱光耀脱口而出这句话。

谈担当 >>

不喊口号要做行动者

认准了再难也要干成
滕州曾被誉为“江北第一大县”。在这样

一个人口大县当教体局局长，又会是一种怎
样的心情？

面对记者的提问，朱光耀深吸一口气
说：“首先感觉到使命光荣，但是压力巨大。后
来一想，滕州有多年尊师重教的传统，历届
市委市政府都重视教育，教育系统一届届打
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因此自信也油然而生，
相信自己肯定能干好，没有理由干不好。”

在朱光耀看来，滕州形成了“全民重视
教育”的社会氛围，教育同时也回馈了社会。

比如，滕州是“中国中小机床之都”，是“国
家七大煤化工基地苏鲁豫皖核心区”，是“中国
马铃薯之乡”，是“国家级开发区”，也是“锂电
产业等新兴产业崛起的地方”，这来源于什么？
朱光耀认为，这来源于人才，其中九成以上的
人才都是滕州大地培养出来的，这对经济发展
和产业支撑起到了巨大作用。

滕州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有的考入
“双一流”院校，有的考上本科，也有的留在当
地职业院校，成为城市产业的主力军。朱光
耀表示，不管在外地还是本地，考出去的学
生给家乡招商引资介绍项目，这是素质教育
的成果——— 不仅学习好，还要心系家乡，回
馈家乡。

由此取得的连锁效应是，滕州教育好
了，人口流失少了。孩子出生之后，不再去别
的城市上学，家门口就能上好学，因此，“学在
滕州”的品牌也越擦越亮。朱光耀认为，人口
能吸附在当地，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
滕州教育的自信。

虽然取得了一定突破，但距离朱光耀理
想中的滕州教育还有一定差距。比如，教师
队伍中个别教师的素质还需亟待提高，师德
师风问题还偶有发生，孩子的身心健康也是
摆在眼前最重要的事。

虽然攻坚克难压力很大，但朱光耀感到
很充实。在他看来，干教育必须要有民生情
怀，不能喊口号，要做行动者。在前期大量调
研的基础上，只要看准了就干，再难也必须
办成，只有这样才能不负157万名滕州人民。

首席记者 巩悦悦

“对话教育局长”系列报道此次
采访的目的地——— 枣庄滕州，常住人
口有157万人，仅各级各类在校生就有
近30万人。

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县，无论学校
数量还是生源人数，滕州教育的规模
都是全省最大的。人口基数大，竞争
也很明显，想在滕州当老师，那得“杀
出一条血路来”。也正因此，这里的名
师、名校长、名班主任，就显得尤其
多。在滕州上学的孩子，从小就不缺
乏竞争力，数以万计的学生从同一起
跑线出发，谁也不甘心轻易掉队。正
是在这种竞争充分的大环境下，滕州
的优秀老师“一抓一大把”，滕州的本
科上线率也在同类县城中有相当的
竞争力。

即便如此，滕州市教体局局长朱
光耀还是坦言，人口大县也有“幸福
的烦恼”，那就是城乡教育的均衡发
展问题，以及“二孩”政策带来的入学
高峰与教育供给方面的矛盾。为了破
解这些难题，滕州市教育局做了很多
努力，比如暑假撤并了33所100人以下
的小规模学校，集中优质资源办教
育。为破解明年入学高峰带来的教育
供需矛盾问题，滕州通过购买民办校
舍、建新学校等方法，来“精打细算过
日子”。

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县担任教体
局局长，朱光耀身上的担子之重可想
而知，他也坦言“压力巨大”。可即便
如此，他还是感觉很充实。一方面压
力大，攻坚克难。可另一方面，每当干
成一件事情，他就小有成就感；每改
革成功一件事，他就充满了自信。

访谈之余，我问朱光耀：当教体
局局长，每天是不是得考虑好多事情
啊？他告诉我，和十年前抓教育教学
质量，抓考试升学率不同，现在的教
育是大教育，现在的教育是全面的教
育，是社会的教育，所以肩负的责任
比较大，事情也比较杂，但他能感觉
到杂而不乱、多而不难。他相信，只要
有事业心，有进取心，只要时时刻刻
想着主责主业，肯定能够把思路打
开，把急难险重的事情都理清，然后
分各条线来开展工作。

记者手记

想在滕州当老师，

那得“杀出一条血路来”

作为“江北第一大县”，拥有157万常住人口的山东滕州，有220所学校、近30万名在校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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