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管家长”农技课进行时
湖南省邵阳县组建了由2000余人组成的“代管家长”队伍，照顾留守儿童的生活与学习。

图为4月16日“代管家长”蒋旭光和学生一起了解草籽花生长情况。 黎建成/摄

【问政局长】 如何让主政者了解
教师在教育教学和生活中遇到的疑
惑、难题？欢迎教师提交问题，我们约
请教育局长一一解答。

【研训视窗】 关注教科研部门负
责人或者基层教研员的思考与行动，
呈现区域教科研及师资培训的策略与
经验，展示区域研训工作的新制度、新
举措。2000字左右。

【区域观察】 以观察者的视角，评
述区域教育发展现象，分析区域改革举
措，品评区域发展动态。1500字左右。

【管理者素描】 呈现教育局长等
管理者的教育故事，从工作侧面描绘
管理者形象，挖掘区域教育管理工作
背后的故事。1500字左右。

邮箱：zgjsbqyjy@vip.163.com
电话：010-82296736

征 稿

春风拂面柳扶风，又是百花争艳时。
4 月 10 日-12 日，第四届南通三建“珂缔
缘”杯校园足球国际邀请赛在江苏省海门
市海南中学举行，来自韩国、日本、朝鲜、
泰国和中国的 300 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在这届邀请赛中， 海南中学 “珂缔
缘”足球队和海南小学“珂缔缘”足球队
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此前，在国内多项
校园足球赛事中，海门“珂缔缘”足球队
都曾夺得冠军。

一支校园足球队何以在短短 4 年的
时间里异军突起？ 缘于政校企三方 “联
姻”，源于海门市校园足球开启的“全城
模式”，缘于“珂缔缘”足球俱乐部的董事
长李太镇。

2011 年， 运动员出身的李太镇因酷
爱足球，决定在海门市投资建设一个校园
足球俱乐部。 他的想法得到了海门市教
育局的认可和支持。 当年，海门市教育局
便与李太镇的公司签署了组建 “珂缔缘”
青少年足球俱乐部合作协议———公司每
年出资 50 万元，海门市政府和教育主管
部门每年注入相应的资金，所有资金都用
于足球队的训练、参赛及日常活动开支。

为方便队员训练， 海门市教育局确
定海南小学、 海南中学及海门实验学校

为“珂缔缘”俱乐部足球队的集训基地。
俱乐部聘请来自韩国、巴西、西班牙等国
的 6 位教练对队员进行专业训练。

目前，“珂缔缘” 足球俱乐部已经拥
有 95 名注册球员， 队员分布在 4 个梯
队。每个梯队都有知名选手，U12 队的球
员李贤便是 2014 年全国 U12 锦标赛金
球奖得主。

“珂缔缘”足球俱乐部的成功示范为
海门市全面推广校园足球打开了大门。
2012 年起， 海门市以 12 个义务教育管
理集团为单元，陆续组建了 86 支校园足
球队。每个集团均成立校园足球足训处，
全面负责内部足球队的训练、办赛、球员
管理等工作。

缺少专业足球教练是许多地区在推
行校园足球时都会遇到的 “老大难”，而
海门市通过整合“珂缔缘”足球俱乐部境
外教练资源，构建了教练培训长效机制。
还规定所有教练必须持证上岗， 使每位
队员都可以接受专业和科学的训练。

政校企三方联姻， 给校园足球注入
了更多的生机和活力。保持这份活力，海
门市做了许多努力。

为解决农村籍、 非本地籍学生家长
的后顾之忧， 海门市将注册队员的学籍

落户海门，实行小学到高中教学一轨制，
并采取“选课走班”的方式，保证俱乐部
学员踢球和学业两不误。

以“珂缔缘”足球俱乐部为龙头，全
市中小学也积极践行足球进课堂， 每周
安排一节体育课进行足球教学， 足球课
纳入中小学生的必修课， 选拔的优秀队
员还可以参加由国内外知名足球教练员
执教的冬训活动。

“校校有球队、班班有活动、人人都
参与”，足球运动成为海门校园一道亮丽
的风景。 “再过三五年，希望国青队、国奥
队中都有海门队员的身影。 ”海门市教育
局局长许新海说。

中国足球运动令国人痛并承受着、
期盼着、呐喊着。 如今，国家将足球运动
的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正式对
外发布了《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 “足
球要从娃娃抓起，从基层抓起，从群众性
参与抓起。 ”海门市校园足球运动的普及
和蓬勃开展，距离实现中国“足球梦”又
近了一步。 正如海门市委书记姜龙在此
次国际邀请赛开幕式致辞时所言，“足球
是深受青少年喜爱的传统体育项目，发
展校园足球对于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振兴国足意义重大，一定要用心做好。 ”

江苏海门：开启足球“全城模式”
□本报记者 高 影 □特约通讯员 江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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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年前，董运喜出生在湖南省株洲市
茶陵县一户农民家庭。 大山的厚重塑造了
他淳朴的个性，从一名农村教师到株洲市
天元区教育局局长，一路走来，他凭借满
腔的热情、执着的信念，以及对教育事业
的一片痴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佳绩。

晕倒在工地的“董阿牛”

熟知董运喜的人都说，他没有半点领
导的架子。 无论是学校建设、教科研还是
抓教育质量，他都身体力行，奔走一线。 私
下里，大家都叫他不知辛苦的“董阿牛”。

为了让学生安全、 快乐地学习，2012
年， 区教育局决定为栗雨小学建设新校
舍。 前期，为了征拆、报批、报建、设计等工
作，董运喜夜以继日地忙碌。 当工程建设
进入倒计时，董运喜坚持每天到工地。 晚
上 7 点多，董运喜像往常一样来到灯火通
明的栗雨小学建设工地。 他仔细询问了当
天的工作进展，当看到学校教师因忙于打
扫卫生而没时间吃饭时， 他立刻叫来外
卖，并拿起水管，与大家一起冲洗道路。

路面一点点变得干净，但董运喜握着
水管的手却开始发抖，身边的教师劝他休
息，他一笑置之。 突然，他整个人倒了下
去，大家急忙把他抬到临时搭建的木板床
上。 待他醒来，看到大家担心的样子，反而
安慰身边人说：“没事，不要担心，可能是

肚子饿了。 ”看着他苍白憔悴的模样，几名
教师不禁流下泪来。

周末调查的“暗访者”

近年来， 天元区教育系统屡出新招，
成效显著———短短 3 年就获得了“全国校
园阳光体育先进区”、“湖南省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先进区”、“湖南省第二轮教育两项
督导评估先进区”等多项荣誉。

2010 年春天，全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现场会在株洲市召开。 如何更好地展示天
元区教育的发展水平和特色？ 董运喜找来
校长，想听听他们的意见。

一位校长在汇报完学校“小绅士、小
淑女的评选活动”后，董运喜稍加思考就
给出了完善意见：一是小绅士、小淑女评
选只在教学楼的一个角落摆个宣传板不
够； 二是目前评选的条件太苛刻……这
位校长深感疑惑， 局长怎么对情况如此
清楚？

听罢校长们的意见 ， 董运喜总结
道 ：“均衡发展首先要定准位 ，打造校园
文化是一个好路子 ，我们要将校园建设
成花园 ，把课堂改造成书房 ，让运动场
成为游艺场 ，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
功能……”校长们有点吃惊 ，局长还会
有这样的认识 ？

他们不知道，董运喜很早以前就开始

翻阅各种资料，遇到不理解、不明白的就
利用周末时间“溜”进学校实地调查，无数
次的“暗访”和大量的学习，成就了董运喜
的专业领导力。

不讲情面的“亲哥哥”

自从天元区在全省率先实现班额标
准化以来，每逢开学之际，董运喜都要面
对“幸福的烦恼”。

说幸福，是因为天元区的教育被大家
所认可，家长愿意让孩子在本区的学校就
读；说烦恼，是因为每到这个时候，他就不
得不做个无情的人， 拒绝亲戚朋友的要
求。 董运喜的不讲情面，让自己的弟弟也
碰了钉子。

为了实现全程公开透明的招生、招考，
董运喜付出了许多时间和精力。每天，别人
还没来上班，他就早早到了办公室，闭门办
公；下班后更是手机关机、家门紧锁。

去年秋季开学前， 董运喜的弟弟介
绍朋友的孩子到泰山学校上学。 弟弟想
着 “自家兄弟 ，事情是板上钉钉的 ”。 可
是， 当董运喜了解到这个孩子并不在招
生范围时，强硬地拒绝了弟弟的要求。 当
弟弟说他“不近人情”、“不够意思”时，董
运喜严肃地说 ：“这不是情面的问题 ，而
是公平的问题。 我要对得起天元区的每
个孩子！ ”

大胆创新的“开拓者”

大胆创新是董运喜对工作的一贯追
求。为了实现不同学校之间的协调发展，他
提出了“校际联盟捆绑考核”的新举措，按
照“地缘相近、规模匹配”的原则，在全区确
定了 7 对盟校， 盟校间教学同步、 师资互
动、管理同进、优势互补，全区学校形成了
城乡互动、均衡发展、责任共担、利益共享
的良好发展格局，教育质量得到整体提升。

“每所学校不求一样的发展，但都要
发展；不必是相同规格，但都要有不同的
特色。 ”在董运喜的带领下，天元区涌现出
一批特色学校———白鹤小学的 “书香校
园”，银海学校的“美的教育”，滨江小学的
“爱的教育”、师专附中的“英语沙龙”，泰
山学校的“三雅教育”等，誉满三湘。 其中，
泰山学校成为全市第一所国家级绿色学
校和红领巾示范校，江璜小学被授予全市
唯一的“全国特色项目校”。

“把健康还给学生，把快乐还给学生，
把幸福还给学生。 ”这是董运喜对孩子们
的郑重承诺。 天元区通过对阳光体育、活
力课堂、社团活动课程、综合实践课程进
行综合开发，让素质教育的内涵变得更加
丰富。 董运喜表示，天元区将进一步深化
课程改革，让活力教育为新区课程改革注
入活力，“更多地关注学校自身、教师以及
学生个体的成长需求”。

董运喜：耕耘在教育的热土上
□特约通讯员 陈 平 何其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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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 校园安全
是“里子”工程

问政局长

管理者素描

QQQ 如何保障
学生在校安全
学校一直坚持对学生进行安

全教育，但频发的校园安全事件
及各种不可预料的突发情况，仍
让家长和教师处于紧张的状态。
作为教育局长，您是如何保障区
域内学子安全，营造一方教育和
谐发展环境的？
（湖北省钟祥市承天小学 程莎莎）

图说区事

校长不仅是学校的管理者， 同时
也是落实教育目标的执行者。 所以，校
长既要精通教育知识， 又要深谙管理
之道；既能统领学校发展，又能处理日
常琐事。 这使得许多校长都自称 “杂
家”。 事实上，校长不仅要当“杂家”，更
要成为“专家”和“大家”，尤其是在教
育多元化、现代化、国际化的今天，校
长必须自觉提升专业素养。

怎样才能成为专家型校长呢？
一要深学。
学教育知识。 校长要学习古今中

外有实用价值的教育理论知识， 带着
问题定向学，也可以为了补缺专题学，
还可以追踪前沿跟进学。

学管理理论。 许多校长都有学习
教育管理知识的习惯， 因为易学 、易
懂，还可以直接应用到工作中。 但管理
知识并非教育界独有， 还包括企业管
理、战略管理、文化管理等知识，这些
对校长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也大有裨
益。 因此，在专业学习之余，校长要尝
试跨界学习，吸收各行各业的智慧。

学他人经验。 他山之石， 可以攻
玉。 学习他人的办学经验是学习的一
种捷径，但学习经验不能照搬经验，不
能食“经”不化，而要活学活用，结合校
情科学使用。

二要深思。
思领导之道。 校长有 3 个角色：领

导者、管理者和教育者。 从现实看，校
长的管理者角色被过度强调， 而领导
者和教育者的角色却没有得到重视 。
对于“杂家”校长来说，每一种角色都
有与之相对应的任务和职责， 校长应
在三方面都有所提升，精通领导之道、
管理之道和教育之道， 深思对学校发
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议题。

思管理之道。 做正确的事情是领
导之道，把事情做正确是管理之道。 作
为管理者， 校长要更多地思考如何把
正确的事情做正确， 思考如何管理学
校的人力资源、 知识资源、 信息资源
等。 如此，学校管理才能出成效。

思教育之道。 无论是身为领导者
还是管理者，校长所有工作的最终落
脚点都在教育。 校长只有深思教育之
道 ，才能在做好管理者的同时 ，不忘
专业，才能给教育发展带来更积极的
影响。

三要深谋。
谋内涵发展。 学校内涵发展涉及

学校管理、 教师成长和学生成才等方
面，校长要明确“管是为了不管，教是
为了少教，学是为了会学”。 谋至此境，
才能将学校带入内涵发展的正轨。

谋特色发展。 创建学校特色品牌
是学校发展和办学个性化的趋势 ，也
是对标准化教育、同质化教育的超越。
学校特色发展是好事， 但校长要依据
学校个性、地域特色和自然环境等“本
土化”资源长远谋划。

谋创新发展。 学校要发展这是毫
无疑问的， 但怎么发展是个问题。 除
做好内涵发展、 特色发展外， 校长还
要探索创新发展， 正确处理好继承与
创新的关系、 创新与务实的关系，依
靠内部变革力量推动学校创新发展 ，
挖掘、整合学校资源，将学校导入新的
发展境界。

局长专栏

区域观察

学校安全工作关系着学生的
安危、家庭的幸福、社会的稳定，以
及区域教育的健康发展。钟祥市树
立“质量是面子，安全是里子”的理
念，筑牢校园安全防护墙。

强安全之基。学校坚持安全隐
患日排查、日整改，建立隐患排查
整改台账。 教育局完善校园巡查、
矛盾纠纷、 寄宿学生夜间陪护等
12 项安全管理制度。 教育局还争
取到公安部门的支持，将 112 所中
小学门卫室升级为警务室，加强常
态安全督查，发现隐患，立即下达
整改通知书，重点隐患纳入“两化”
管理体系。

固安全之本。学校利用国旗下
讲话、班团队会、安全教育课、法制
讲座等渠道，对学生进行生命安全
教育；针对各地发生的校园暴力伤
害、拥挤踩踏、食物中毒、交通事故
等敏感事件，编发快讯，予以警示；
教育局落实教育干部安全知识测
试，加强对食堂从业、安保等特殊
岗位人员的培训，提升从业技能和
学校安全管理的水平。

织安全之网 。 钟祥市实行局
机关干部和责任区督学包联督
办学校安全制度 、学校月安全工
作报告制度 、分片召开 “一把手 ”
安全工作汇报制度 ；强化安全监
管 ，推行学生食堂 “五员制 ”、“笑
脸服务 ”、 “周营养菜谱早知道 ”
等管理新方式 ，并积极发挥学生
饮食监管委员会作用 ；加强校园
安全微管理 ，建立楼道 、楼梯专
人值守制度 ，细化到课时 、课间 ，
把好上下楼安全关口 ；严格安全
问责 。 责任没有借口 ，安全责任
没有托词 ，教育局对失责人员给
予严肃的处分 。

安全无小事。 只有每个师生、
校长和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者的关
注与支持， 才能让学生远离伤害，
健康成长。
（湖北省钟祥市教育局局长 杜传家）

任勇：福建厦门市教育局副局长

校长成长的
方向是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