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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养居民垃圾分类良好习惯，
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城市管理进社区工
作，近日，济南市济阳区垛石街道办事
处组织开展《济南市生活垃圾减量与
分类管理条例》三周年宣讲活动。

活动中，《条例》宣讲员利用多
媒体向参加活动的街道办职工解
读《条例》细则，引导大家学习《条
例》内容，普及垃圾分类基础知识，
宣传垃圾分类的法律责任与义务，
传递绿色环保理念。

下一步，垛石街道将持续开展
《条例》主题宣传活动，更广泛普及
《条例》内容，重点宣传易混易错的
分类知识，为建设美丽、整洁的生
活家园共同奋斗。 （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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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旁观沂南县蒲汪镇中心小
学热气腾腾的“家长夜校”的过程
中，记者被触动。

“85后”宝妈秦证证育有一儿
一女，她曾效仿“孟母三迁”，想方
设法把大宝送去县城读书，但由于
对家庭教育不够精通，孩子小时候
没能养成好的行为习惯，她一直为
此自责。二宝出生后，她意识到家
庭教育一刻也不能耽搁。

另一位农村家长，平时非常重
视孩子的成长，经常陪着孩子写作
业、读书，甚至提出来请学校老师

“陪读”。但这种心急火燎的状态，
非但没能走进孩子心里，还导致孩
子对学习望而生怯。

大部分农村家长受限于外出
务工或前期认识层面的影响，在家
庭教育方面或多或少存在欠缺，因
此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面对孩子
成长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大多
数家长往往束手无策。

这一课谁来补？蒲汪镇中心小学
校长刘庆伟认为，学校应该承担起这
个责任。于是他提出了办“家长夜校”
的想法，认为只要搭建起沟通的桥
梁，家校就有可能形成教育的合力。

在沂南县蒲汪镇中心小学第17
期“家长夜校”现场，校长刘庆伟的
发言赢得了家长的热烈掌声。

眨眼间，“家长夜校”已经走过17
期。家长们的态度也从刚开始抱着

“是不是搞搞活动而已”的质疑和应
付心态，到主动前来参与沟通交流
和碰撞。他们收获的不仅是教育孩
子的方法，更是对家庭教育的信心。

秦证证的教子故事因此也有
了后续。一个陈旧的笔记本上，她
歪歪扭扭却认真地记录下了家长、
老师分享的“办法”：家长如何陪伴
孩子，请常说“你来试试看”，请常
说“这件事你可以自己选择”，请常
说“我看到你的进步了”……

如今面对孩子，秦证证已逐步从迷茫走向
释怀。打工之余，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
中，“孩子的事一刻也不能耽误”。自从参加了

“家长夜校”，孩子出现问题后，她会第一时间
从自身找原因。她坚信，想培养什么样的孩子，
家长就要做什么样的人。

像秦证证一样受益的家长有很多。其实，
在办“家长夜校”之前，刘庆伟也没有成功的经
验，甚至还遭遇过不解和质疑，但他坚信一点：
做起来，总比待在那里要强。

他想，干教育如果只是原地踏步、犹豫不
决，将会错失孩子成长的黄金时期。事实证明，
通过办“家长夜校”，他们成功引领一方百姓形
成了比较合理的家庭教育观，相信孩子会逐渐
从中受益，量变一定会催化质的效果。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有村小因生源缩减
被撤并，农村家长“盼望家门口有所好学校”的
声音更强烈。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有人站出来，
助力农村孩子成长，赋能农村家庭的未来。

乡村教育，需要更多“刘庆伟”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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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农村生源缩水

催生小规模学校

在沂南县蒲汪镇寨西村，如果
不是门外的“寨西小学”四个显眼的
大字、高高飘扬着的五星红旗，以及
院落深处传来的朗朗读书声，很容
易让人产生这是一座“寻常农家小
院”的错觉。

这是一所不完全小学，在当地
也被称为“寨西联小”。学校里清一
色的平房。除了一、二年级的两间教
室，还有办公室、厨房、食堂、躺休
室。三面被平房包围起来，形成了

“操场”。下课铃声响起，孩子们一窝
蜂地跑出来嬉笑游戏。

“你喜欢自己的学校吗？”面对记
者的问题，一个活泼好动的小男孩突
然害羞起来，然后使劲点了下头。

小规模学校通常是指生源不足
100人的学校。农村生源连年缩水，
是催生乡村小规模学校的主要原
因。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存在，也给师
生们带来了不少尴尬。

寨西联小仅有72个孩子，两个
年级。其中，一年级55名学生，二年
级17名学生。连同校长在内，全校只
有四名教师，平均年龄36岁。

马京霞是这里最“资深”的老
师，去年她从生源上千人的蒲汪镇
中心小学，被调到了这所全镇最偏、
生源最少的村小。生源少，并不意味
着工作量小。相反，她在这里担任班
主任，还教着语文、美术、道德与法
治等课程。

在这所师生人数有限的不完全
小学，只要有一位老师因事请假，学校
当天的日子就会变得格外“紧巴”。

一次，两位年轻教师外出培训，
校长临时开会，照顾全校72个孩子
的重任，落在了马京霞一人身上。因
为心力有限，语文没法同时开课。于
是她在早读时安排小班长领读，自
己则在两个班之间来回跑。早读结
束，再把两个班合并起来，教孩子们

画画和舞蹈。直到两节课后校长回
来，正常教学秩序才重新恢复。

“面对全校72个孩子，感觉很有
压力。人数少，更需要我们充分参与
进来。”马京霞说，“一天下来挺累
的，可每当孩子们跑到我身边、抱住
我的时候，就感觉这一天值了”。

但一个十几人的班级，能否让
孩子们感受到课堂应有的热闹呢？
这让老师们感到忧虑。

矛盾：
“撤了”家长不同意
“留下”课程开不齐

记者从山东省教育厅了解到，
当前全省乡村小规模学校共有943
所、在校生5 . 28万人，这一数据分别
较2018年减少594所、2 . 7万人。而在
临沂市沂南县，2022年全县有38所
教学点，到了2023年下半年，这一数
据就变为23所。工作人员介绍，县里
主要是把生源极少、办学条件较差
的村小撤销，并入乡镇中心小学。

和乡村小规模学校相比，镇上
的师资更充足、办学条件更好，能不
能把孩子们集中送去乡镇读书？

“这学校可不能撤。”学生家长
范希慧对于这个问题态度明确。

在家长们看来，并校最大的不

便还是路途变远。
一位家长算了笔账：如果在教学

点上学，最远的村庄距离学校不过两
公里。可要是撤并到镇上，光来回接
送就得20多公里，“一、二年级孩子
小，离远了想家，还是在近处好”。

家长的坚持，成了这所村小去留
必经的一关。据沂南县教体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撤并学校必须充分尊重家
长意愿。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家长意愿
强烈，寨西联小就不能被撤并。

而此前被撤并的乡村小规模学
校，普遍存在很大困境。比如生源低
于100人，有限的师资难以开足全部
课程，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衍生
出不少的“麻雀学校”“空壳学校”。
很多存在了几十年的村小，不得已
走向撤并。

同样的困境也出现在寨西联
小。虽然方便了就近入学，但家长们
也知道，这里的教师非常有限，音乐
等课程无法开足，学生的全面发展
问题受到限制。

应对：
让老师们全镇“跑教”
开足开齐紧缺课程

去年3月，在蒲汪镇中心小学从
教的侯晓明毛遂自荐，成了寨西联

小校长，迎接他的是生源缩水的现
实。当时一年级仅19人，二年级16
人，三年级22人。由于对学校教学不
认可，相当一部分家长把孩子送到
了县城，还有部分孩子转到了镇中
心校。

侯晓明调研发现，留不住学生
有内因，比如学校老教师多，师资力
量相对不均。尤其是在音体美这些
学科，还存在着较大的师资缺口，开
足课程存在难度。而留下来的孩子
的家长，则迫切希望家门口的学校
更优质。

正常情况下，如果按1:19的师
生比例配置小学老师，寨西联小最
多能有四位老师。可这一数据放到
现实，四名教师既要教课，还得进行
学校管理，根本无法开齐全部课程。

怎么来解决师资、课程，以及家
长满意度之间的矛盾呢？

在沂南县，绝大多数乡镇采取
“一长多校”制。通俗点说，就是由镇
中心小学的校长统筹管理全镇若干
所小学的办学。蒲汪镇中心小学校
长刘庆伟就同时分管了蒲汪镇中心
联小、杨庄联小、圣母联小以及寨西
联小。

针对寨西联小面临的困境，
2022年到任之后，刘庆伟先是在家
长之间进行了走访调研，由于一、

寨西联小二年级的孩子们正在上课。

二年级孩子年龄小，绝大多数家长想
要留住家门口学校的愿望比较强烈，
唯一的矛盾点在于他们不满意当时的
教学质量。

家长的诉求直指课程和师资，而
之前学校的教师年龄结构偏大。于是，
刘庆伟首先从蒲汪镇中心小学抽调出
年轻精干力量到寨西联小任教，如今
四位教师的平均年龄为36岁，年龄最
小的仅26岁。

可四位教师能力再强也有兼顾不
过来的时候，怎么保证开足开齐课程？

刘庆伟决定打通四所联小的教学
资源，在寨西联小的紧缺学科方面采取
措施。通过让专职教师打破常规课堂教
学、轮流到小规模学校走教、走班的方
式去改变教学，也就是“跑教”。这也就
意味着，过去一所中心小学某个学科的
教师，有可能是全镇孩子的老师。此外，
他们还以开设“空中课堂”的形式，实现
紧缺学科开足课程的基本要求。

寨西联小原本有三个年级，由于三
年级孩子大了些，去年被统一转到离家
较远的蒲汪镇中心小学上学。如今全校
只剩下两个年级，一个年级只有一个
班。去年秋季招生，招生范围内的聚宝
前村、聚宝后村、东寨西村、西寨西村、
谢家庄村，全部55个适龄儿童都来到了
寨西联小报到入学。

二年级仅有17个学生，一年级却增
至55人，生源增加固然与去年出生率高

有一定关系，但在此之前，该校也没出
现过生源仅17人这样少的情况，好多孩
子还是选择离开寨西联小去往县城或
蒲汪镇中心小学上学。去年起，生源不
再流失，办学质量的提升和新开办的食
堂减少了家长们接送孩子的次数是最
主要原因。

寨西联小一年级学生家长扈晓英
表示，过去不少家庭选择把孩子送去更
远的地方上学，虽然上学距离远了，但
因为中午有食堂，孩子可以早上走了晚
上回家，家长一天跑两个来回接送就可
以。家门口的小学虽然看上去近，但因
为没有食堂，动不动就要接送孩子上下
学，一天下来得跑四个来回。

去年秋季开学有了食堂之后，家长们
接送孩子的次数也减半了。扈晓英说：“这
一下子让我们不用再操心孩子吃饭，中午
可以放心去干其他活了。”

采访当天中午，记者在寨西联小
的食堂看到，孩子们吃的是肉包子、
豆芽炒肉、紫薯馒头，喝的是鸡蛋汤。

“香不香？”寨西联小教师蒋亚洁问孩
子们。“香。”一位正吃包子的女孩仰
着头羞涩地说。

侯晓明介绍，学校经费按照规模调
拨，不足100人的小规模学校经费有限。
因此在食堂建起来之后，虽然面向的学
生人数较少，但体现在账面上却是亏
损，每月亏损的金额在两三千元。

“我们把寨西联小的食堂运维开
支，列入到蒲汪镇中心小学‘大盘子’
里，平均下来勉强能维持收支。”刘庆伟
认为，虽然建食堂后每月有几千元亏
损，但是办教育不能简单地算“经济
账”，还得算老百姓的“方便账”，算孩子
的“成长账”，算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发
展账”。“我们坚持把食堂办起来，这样
就减少了很多家长的教育顾虑，满足了
他们对家门口教育的需求。”

经过努力，去年寨西联小一年级秋
季招生迎来转机。

“这是近些年招生最多的一年，一
个孩子也没流失出去。这意味着家长们
开始放心把孩子留在家门口上学。通过
对幼儿园适龄儿童进行摸排，预计今年
秋季入学的一年级孩子会超过55人。”
侯晓明说，“我们要把教学质量提上去，
让家长放心。未来只要是我们自然村的
孩子，就一个也不流失。”

未来：
尽最大努力

把村小保留下来

虽然经过一年探索，寨西联小的
生源出现了大幅回流，但刘庆伟也看
到，在音体美等课程上，学校老师的数
量还存在很大缺口，开足课程还存在
一定难度。

“这是我的母校。”在寨西联小门
口，接孩子放学的一年级家长薛凤喜
说。20多年前，她曾在寨西联小读书，那
时候孩子多、老师多、班级也多，音体美
课程样样有，“但现在老师少了，真希望

能分过来个音乐老师”。
这也是刘庆伟的期盼，虽然空中课

堂能满足一定的教学需求，但他也清
楚，对于像音体美等互动性强的课程来
说，老师能发挥的效能仍然不可替代。
于是，他今年向教育部门申请，要求给
蒲汪镇分两位音乐老师。

这一举动让很多校长感到不解，
“人家都是要语数外老师，你咋反其道
行之。”刘庆伟有自己的考量，“要让孩
子们得到全学科素养的均衡发展”。

接下来，刘庆伟打算给即将报到
的两位音乐老师配电动车，将来让他
们在蒲汪镇四所小学之间跑教。同时，
他还把以前带非专业学科的艺体教师
全部作了调整，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
的事，“专职音乐就教音乐、专职体育
就教体育，最大限度地向内挖潜。老师
们动起来辛苦点，保障学校开足开全
所有课程”。

教师的成长也需要土壤。尤其对于
寨西联小来说，全校仅4位老师，平时教
学教研怎么开展？

蒋亚洁是去年新分配到寨西联小
的语文老师，刚来时她心里很矛盾，“虽
然都从事教师行业，但我们这里的模式
和大学校不一样。我教二年级17个孩
子，站在教室里感觉很空旷，一站上讲
台说话，都会有回声的感觉”。

让蒋亚洁感到意外的是，虽然在村
小，但她也常被安排参加跨省跨市的培
训，“我刚刚接到中心小学教研室主任
的通知，安排我下个星期去泰安参加新
课标的深度研讨”。

出生于1998年的谢佳丽，是寨西联
小最年轻的教师。承担全校数学教学的
她，也有过专业发展方面的担忧，但入
职后她发现，备课都去中心校，工作之
余还常常参加青岛支教岛的同课异构
活动，而非孤军奋战。

刘庆伟表示，一旦有外出培训的机
会，他们会优先向寨西联小倾斜。只有
老师们的业务水平提上来了，家长们才
能放心，孩子们才能留得住。

5月8日清晨，侯晓明正忙着给学校
新栽种的槐树和劳动园里的烧瓜浇水。
早早被家长送来学校之后，孩子们清脆
而又洪亮的声音就在校园里响起———

“校长好”“早上好”！听到孩子们的问
候，侯晓明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回应孩子
们。学校里有了学生就有了生机，这是
他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

去年，山东省教育厅等7部门印发
的《关于优化乡村中小学幼儿园布局的
指导意见》中提及，要确保“学校的撤并
取得群众同意”“保留的学校办到群众
满意”。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部部长
怀进鹏也表示，要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
模学校。

随着城镇化加快，侯晓明预计，未
来小规模学校生源有可能会越来越少，
但不到万不得已，他还是想多做一点是
一点，通过不断地提高办学质量和家长
满意度，尽最大努力把百姓家门口的学
校保留下来。

在山东沂南县，一所不
完全小学只有两个年级，过
去几年因为生源外流严重，
二年级只有17个孩子，家长
和老师一度想要放弃这所学
校。但在去年，一年级学生却
达到55人，今年招收的学生
还有望超过55人。这个原本
正面临撤并的乡村教学点，
是怎么能够保留下来并实现
学生回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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