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说山东十年教育发展

全省义务教育阶段生均一
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
出增长76%
学校校舍建筑面积增加
86%
生均教学仪器设备值增长
了186 . 2%
全省义务教育学校专任教
师数量由64 . 42万人增加
到78 . 44万人，增长21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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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实施消除大班额工程

累计投资1680亿元
新建改扩建义务教育学校
4306所
新增学位366万个
56人及以上大班额教学班
动态清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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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实施“改薄”工程

累计投资877亿元
改建乡村义务教育学校校
舍7300万平方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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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校成为乡村“最美建筑”
校舍面积增八成，十年间山东努力实现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跨越

记者 巩悦悦

从旧平房到高楼拔地而起
村小教师眼中的校园变迁

王可木见证了淄博市沂源县冯家圈小
学旧貌换新颜。

2016年4月26日，他临危受命，担任冯
家圈联办小学（后改名为冯家圈小学）校
长。那时候，沂源正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农村很多学校都盖上了新楼房，身处简
陋教育教学环境下的冯家圈小学的师生，
也期待着早日搬到新学校上课。

在大家的热切盼望中，2017年，新学校
建成投入使用。在政府投入百万元添置内
部设备之余，不少爱心人士也来为这所希
望小学捐款。不久之后，冯家圈联办小学的
师生们就坐进了安全明亮的教室，屋里的
桌椅板凳都是崭新的。校园里不仅建起了
高档餐厅，就连操场也换上了塑胶跑道，孩
子们别提有多高兴了。

随着教学环境的改善，这所农村小学的
师资队伍也由原来的7人增至15人，学生由
80人增至102人，教室由原来的四个年级4个
班增加到了五个年级5个班，学校性质由此
发生变化——— 原来的“冯家圈联办小学”正
式更名为“冯家圈小学”，这所满载当地村民
期望的乡村学校正如新星般冉冉升起。

同样见证校园变迁的还有杜淑燕。13年
前，刚刚大学毕业的杜淑燕来到青岛平度旧
店镇旧店小学。那时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在这所偏远的山区小学扎下根。

一如它的名字，旧店小学留给杜淑燕
的第一印象是“真旧啊”。这所传统意义上
的农村小学，有着一排排破旧的平房，孩子
们的穿着也并不光鲜，但他们活泼可爱、朝
气蓬勃，一见面就想“扑过来抱住你”。

13年可以改变很多。随着国家义务教
育的均衡发展，学校里的平房被拔地而起
的教学楼所取代，崭新的硬件配套和方便
的校车也给了师生新的幸福感。就连青岛
城区过来的老师都忍不住感叹：学校的硬
件设施越来越好了！

在杜淑燕看来，学生们的精神面貌和
以前不一样了。如果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是

“半彩色”，那现在的校园则是灿烂多彩、五
彩缤纷。无论是学校环境还是教学质量，旧
店小学已经和城里学校都没啥区别了。

占地不足5亩的小学
异地新建后增至76亩

在临沂兰山区，由于当地常住人口、流
动人口数量大，全区教育资源总量与城市
扩容、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匹
配。为破解这一难题，2018—2020年，当地
针对新建城区和拟建城区，新建校舍面积
205 .4万平方米，新增学位13 .26万个。

以1969年建校的临沂新桥中学来说，
半个多世纪里，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记者了解到，原来该校破旧杂乱，土操
场坑洼不平，校园里春天尘土飞扬，夏天一
片泥泞。宿舍经教室改造而成，学生睡大通
铺。餐厅则是简易的大棚房，冬冷夏热。经

过校舍改造，新桥中学彻底消除了砖瓦结
构的危房教室、宿舍，全部变成了抗震等级
达标的框架结构楼房。

无独有偶。临沂滨河实验学校（原名兰
山街道葛家王平庄小学，2005年9月更名）老
校区位于兰山街道葛家王平庄村居驻地，占
地不足5亩，建筑面积4671平方米。随着社会
发展，原有校舍已经无法满足正常教学需
求，所有功能室都被挤占成了教室，师生面
临“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窘境。

了解到学校困境后，兰山区委区政府立
即着手选址、规划异地新建临沂滨河实验学
校，并将其作为兰山区化解大班额的重点工
程。2018年2月学校开工建设，占地76亩，建筑
面积82000平方米。2019年9月学校竣工投用，
现有108个教学班、5400余名学生。

临沂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2
年至2021年，仅临沂就投入294 . 6亿元，新
建、改扩建学校1771处，新增学位64 . 6万
个。2014年至2018年，投入90余亿元完成
1665所学校“全面改薄”任务，中小学校成
为乡村的“最美建筑”。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
办好百姓家门口的学校

为提升人民群众对义务教育的满意度
和获得感，山东教育这十年努力实现从“有
学上”到“上好学”的时代跨越。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了解到，为提
升每一个县域教育均衡水平，山东在城镇
实施消除大班额工程，累计投资1680亿元，
新建改扩建义务教育学校4306所、新增学
位366万个，出台城镇居住区配套教育设施
规划建设意见，56人及以上大班额教学班
全部实现“动态清零”。

此外，山东还在乡村实施“改薄”工程，
累计投资877亿元，改造建设乡村义务教育
学校校舍7300万平方米。

“经过2018年的教育均衡县发展，沂源
逐步撤销了原来的危房、平房和教学点、小
学校，整合后的148所学校全部实现了楼房
化和操场塑胶化。”淄博市沂源县教育和体
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白道德向记者透露，他
理想中的沂源教育，不光是校园漂亮了，高
楼建起来了，更重要的是内涵。随着各项要
求的落地实施，他明显感觉到老师正发生
变化，“是从内心里自发发生变化。”

“办好百姓家门口的每一所学校”，这
句挂在校长与老师们口头的暖心话，大家
可能并不陌生。放眼来看，为了将这句话
付诸实践，山东做了不少尝试。举例来说，
山东遴选了22万节中小学优质课例向中
小学校免费推送，还实施教育强校扩优行
动，以优质学校为龙头，建立校际间、城乡
间、区域间的教育集团、联盟1926个，覆盖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7062所，“择校热”问题
极大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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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
质量、素质教育在整体提升，得到了家长认
可。”滕州市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朱光耀说，虽然滕州在教育均衡发展道路
上进行了有益尝试，但这条路还很漫长。

记者了解到，十年间，全省义务教育阶
段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增长
76%。学校校舍建筑面积增加86%、生均教
学仪器设备值增长了186 . 2%。全省义务教
育学校专任教师数量由64 . 42万人增加到
78.44万人，增长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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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敞明亮的教室，色彩亮丽的塑胶跑道……对孩子们来说，学习的环境越来越好。十年间，山东义务教育
学校办学条件不断改善，学校校舍建筑面积增加了86%。山东义务教育阶段的校舍建筑面积是如何变大的？
为揭开这个谜底，记者采访了多地中小学校。

面对镜头欢呼的孩子们身后，是沂源县冯家圈小学的新建楼房，这是当地的“最美建筑”。 资料片

用好声音正能量把山东好品传播出去

评论员 沙元森

9月10日，“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宣
传推介活动在央视频、央视财经播出后，
收获了一波流量高峰。作为山东省重点打
造的区域公共品牌，“好客山东 好品山
东”借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媒体矩阵广
泛传播，迅速成为网络热搜，也让人们对
山东这个品牌强省有了全新的认识，有网

友留言“没想到你是这样的山东”。
山东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是孔孟之

乡、礼仪之邦。朴实、厚道、重情、守信是山
东人的本色。提到山东，很多人首先想到
的是热情好客，常在不经意间忽视了山东
的优质产品和服务。手握“好品”的山东需
要更加主动地宣传高质量发展的新成效。

这次，省委书记李干杰带队赴京，向
全球推介山东，诚邀各界朋友到齐鲁大
地，品特色美食、赏如画美景、享“智”造乐
趣，感受“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魅力。从
大国重器到衣食住行，从“山东手造”到消
费终端，活动现场展示的山东“好品”让人

惊艳。“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正成为一张
亮丽的名片。

在“好客”与“好品”之间建立连接的
正是山东日渐澎湃的“宣传力”。在信息时
代，流量中蕴含的能量已经被越来越多的
人感受到。而山东“圈粉”的秘诀就是让正
能量实现大流量，让大流量澎湃正能量。
大道至简，“流量密码”并不复杂，无论是

“好客山东”，还是“好品山东”，核心都在
于“好”。山东就是用全心全意的好和百里
挑一的好，吸引全球的目光，打动消费者
的内心。

宣传工作做好了，经济社会发展动力

活力会更加强劲。基于这样的认识，山东把
“文化宣传创新”作为“十大创新”之一，与
之相应的一个要求就是擦亮“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品牌。不断创新的山东这次出手
就是“大招”，以“软实力”赋能“硬质量”，以

“硬质量”赋能新发展。实效证明，山东人不
仅会说，也能说好，完全可以用好声音、正
能量把山东“好品”传播出去。

今年7月5日，省委书记李干杰到中央
驻鲁媒体和省主要新闻单位走访调研时
提出，宣传也是生产力，正能量要有大流
量。“好客山东 好品山东”宣传推介活动
无疑是一次成功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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