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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世文

“改薄”绽放乡村教育活力
———“全面改薄”项目甘肃推进记

立冬后，晨风烈，寒霜浓。
中央新闻媒体采访团一行于 11 月 9

日清晨驱车，沿着西北典型的乡间小路颠
簸前行。 道路两侧或农家平房错落，或农
田草垛星罗，更多的是收成之后黄褐色的
静默，以及田边地头寒风中浓霜下摇曳的
杂草。

这条路， 通向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丁
家沟乡中心小学。 学校距县城 30 公里，坐
落在山野深处。 在一墙之隔的校园里，没有
破败、少了枯色，琅琅书声里，整洁的校园、
橘红色的新教学楼、深绿色的草坪、多彩的
校园文化墙……更多彰显着生机与活力。

这是记者经过了一个小时的颠簸才
抵达的“希望之所”。 3 年前这里曾是全县
最差的农村小学，2014 年学校改迁新址
后，一跃成为当地条件最好的农村小学。

会宁教育人口中的“最好”，是投入近
1200 万元建成的包括教学楼、宿舍楼、学
生餐厅各一栋，配套锅炉房、厕所，同时购
置音体器材、“班班通”， 建设包括梦想中
心在内的各种功能室等为一体的寄宿制
学校。 校长田鹏告诉记者：“几年前，由于
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再加上校舍破旧、师
资力量薄弱，不断有学生因进城读书而流
失，那时候学校不过 130 多个学生……而
现在，学校已有 6 个教学班，207 名学生，
24 名教职工。 ”

“这些都是‘全面改薄’带来的巨变，
丁家沟乡中心小学只是其中的一个缩
影。 ”会宁县教育局党委书记汪自仁说。

所谓“全面改薄”工程，是 2014 年由
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启动的
重大教育工程项目———全面改善贫困地
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遵
循保基本、兜住底、促公平的原则，中央财
政每年投入 350 亿元， 用 5 年时间投入
1750 亿元聚焦贫困地区， 使那里的义务
教育学校都能基本达标。 随后，为落实该
项目，三部委相继联合出台文件，制订了
实施方案及 20 项底线要求。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仅会宁县，
2014 年国家就拨付 8700 万元，当地政府
配套出资 2800 万元用于改善义务教育办
学条件。“截至目前，国家投资 7300 万元，
县政府配套出资 2600 万元， 两年总计超
过两亿元用于‘全面改薄’，有效解决了这
里农村薄弱地区、薄弱学校的教育发展问
题。 ”汪自仁告诉记者。

如果说，教育大县会宁“全面改薄”本

就需要大投入，那么，对于民族地区的教
学点，甘肃同样舍得花钱，“改”得有效。

11 月 10 日， 记者团再次经历一个
半小时的跋涉， 来到位于马牙雪山深处

海拔 3400 米的天祝藏族自治县代乾教
学点。

这是一个牧区寄宿制加授藏语文教
学点，其前身是半日制马背小学，方圆 8

公里内的适龄牧民子弟都会到这里上学。
现有 12 名学生全部为少数民族， 分布在
3 个年级的 3 个教学班，其中一个班只有
一个藏族女孩，每天的课，教师都是“一对
一”指导。

这个教学点的 4 名教师，一名英语教
师是汉族，其他 3 名教师都是藏族。 其中
还有“陇原最美乡村教师”张拉毛东智！

张拉毛东智在这里教书已经 28 年
了。 他告诉记者，这里一年内平均无霜期
只有 72 天，捡牛粪、烧煤炉是学校的日常
工作之一。 自从“全面改薄”项目实施之
后，学校有了小型锅炉，教室、宿舍不仅暖
和还很卫生，有时候学生家长周末也会来
学校陪孩子住。

在这里，学生虽少，同样也实现了“班
班通”，教师可以带领孩子借助多媒体“一
对一”学习。 同时，学生上学全免费，学习
藏语、汉语，也学习英文。每年国家和县区
共同补助每个学生 1500 元， 远高于其他
地方。

像这样学生少的教学点或学校，甘肃
还有许多，仅 10 人以下的学校就有 3143
所。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王嘉毅就曾郑重表
示：孩子再少，政府也要用有限的资金补
充所需，保证教育质量。 （下转 2 版）

特别
报道

本报讯（记者 康丽） 11 月 20 日，国
务院新闻办举行《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
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等情况政策
例行吹风会。 财政部副部长余蔚平在介绍
相关情况时表示，此次完善城乡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是通过“三个统一、两个巩
固”建立城乡统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
经费保障机制，推动“两免一补”和生均公
用经费基准定额经费随学生流动可携带。

余蔚平介绍说，三个统一是统一“两免
一补”政策；统一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统一
经费分担机制。 两个巩固是巩固完善农村
地区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巩固落实城
乡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政策。 “以前，城市义
务教育免费提供教科书只对低保家庭学
生，调整后，统一为对城乡所有义务教育学
生，也包括民办学校学生。 中央财政会对
城市义务教育学校（含民办学校）按照基准
定额的一定比例给予补助。 ”

余蔚平强调， 上述政策将分两步到位，
2016 年先统一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2017
年统一“两免一补”政策。 今后，国家将根据
义务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
题，结合社会经济发展和财力可能，不断完
善相关政策措施， 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谈及未来如何在更高层次推进教育均
衡发展，余蔚平表示，一要建机制，逐步建立
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并且不
断地提高经费的保障水平。 二是保基本，针

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薄弱环节，采取专项措施
解决突出问题，改善硬件条件，提升软实力，
实施营养改善计划。 三是可持续。 中央财政
要进一步加大投入，支持各地建立健全稳定
可持续的投入机制，主动适应新型城镇化建
设和户籍制度改革的新形势， 建立城乡统
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

此次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的意义有多大，余蔚平认为，这次中央的新

举措，是我国第一次建立城乡统一的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通过制度机制设计，
把城乡义务教育的投入政策、 投入标准、
中央与地方经费的分担比例确定下来，搭
建起一个全国统一的义务教育投入的制
度机制框架，将有力地保障义务教育经费
投入稳定地 、可持续地增长，促进义务教
育均衡、健康地发展，是我国义务教育发展
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而关于这项改革的受益面有多大，教
育部部长助理陈舜更形象地说， 最直接的
受益者是五个群体：第一类是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大约在 1300 万人左右，这些
学生人到哪里，钱就到哪里。 第二类是寄
宿制学生，他们的保障水平会明显提高，这
个群体大约在 3000 万人以上。第三类是在
民办学校就读的学生， 在民办学校就读与
在公办学校就读享受同样的公共财政支

持，这个群体在 1200 万人左右。 第四类是
小规模学校的学生， 主要是村小教学点的
学生，受益学生在 500 万左右。第五类是特
殊教育的学生，保障程度会大幅提高。

“这次改革在统一政策的同时，范围扩
宽了，标准提高了，义务教育投入分项目分
级分担的机制更加完善，可以说，所有义务
教育阶段的学生都会在这次改革中受
益。 ”陈舜说。

城乡统一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首次建立

●“纲要五周年 教育新跨越”·甘肃行 ①
为全面反映《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实施 5 周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成功经验，充

分展示各地各校涌现出的先进典型和有效做法，教育部组织中央新闻媒体采访团赴全国各地调研采访。 日前，本报
记者随团赴甘肃多地采访，从本期开始，本报将刊发系列报道，全面反映“十二五”期间甘肃教育发展成就。

推进义务教育公平的一大步
总编七日谈 19

11 月 18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统一城乡义
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推进教育领域公
共服务均等化。 与之呼应，国家《关于进
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
通知》出台。 这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后，事
关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发展的大事 、好
事， 是回应近年来义务教育发展最大难
题的制度创新。

这是一个让学生和教师都获益的
举措。 中央提出“三个统一、两个巩固”：
统一“两免一补”政策，统一公用经费基
准定额，统一经费分担机制；巩固完善农

村地区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巩固落实
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政策。按照现行教
师工资政策，中央财政将继续对中西部及
东部困难地区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经费给
予支持。 为了实施上述政策，国家明后年
将增加财政投入 150 多亿元。 政策统一、
范围扩宽、标准提高，城乡学生、民办学校
和公办学校的学生、教师，都将受惠于这
项新政策。

随着“三个统一、两个巩固”而来的，
还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关键点：“两免
一补”和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经费随学
生流动可携带，在民办学校就读与在公办

学校享受同样的生均公用经费支持。
这两个关键点回应了纠缠义务教

育发展多年的大难题 ：随着我国城镇化
建设进程加快 ，流动人口增加 ，城市学
校收了流动学生 ，却得不到相应的公用
经费 ； 民办学校分担了义务教育的责
任 ， 却得不到国家拨付的生均公用经
费。 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
曾创造性地推出教育券 ，但不能从根本
和全局上解决问题。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这两个长期被
呼吁关注的问题，一朝化解：

按照新的文件精神， 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机制不再按照农村和城市分别设计，意
味着城市的学生、 民办学校的学生也能享
受两免一补；教育经费可携带，钱随人走，
意味着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进城里学校就读
的同时，也会带来生均公用经费。

覆盖全体、城乡一致，这是我国第一次
建立起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
制， 它搭建起全国统一的义务教育经费投
入制度机制框架，
创造出义务教育
公平的新高度。 义
务教育又迎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期。

教育改变民族的未来，特别是当我们
看到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 看到那些质朴
单纯的孩子， 在越来越好的学习环境中求
学成长，看到那些鲜活向上的生命，在贫苦
闭塞的环境中努力奋进，总有一种感动。

因此， 记者们深入甘肃农村学校采
访的行程，总是在大家的“拖延”中不断
拉长，我们总希望更多地走进不同班级、
学生宿舍，走近孩子、教师，深入了解他
们的教学情况，生活状态。

在丁家沟乡中心小学， 记者见到了
杨俏， 见到了胡银霞……如果没有这所
乡村学校， 他们或许就要到更远的城里
去读书；如果这所学校一直破败不堪，和
他们一样的农村孩子， 或许与城里孩子
的差距就不仅仅是家庭出身那么简单！

而他们没有怨言，眼中却闪着光。
在会宁县新添堡回族乡道口小学，记

者饶有兴趣地看着两个小男孩齐心抬动
冒着热气的大餐桶，走向教室；然后孩子
们排队打饭，就座尽情享用。 虽然只是简
单的汤面，却也散发着诱人的香味。

在天祝县打柴沟镇金强驿小学，刚刚
下过雪的时节，孩子们在改造后的操场上，
堆起了两个一大一小的雪人， 看着拉着手
的雪人，看着孩子们奔跑快乐的身影，记者
的心里油然生出一种满足和幸福。

教育发展不是钱的事，却一直受困于
资金投入；改善农村办学条件，加大投入必
不可少，可仅仅投入大量资金是不够的。

作为我国经济欠发达的西部省份，
甘肃教育发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在
省教育厅厅长王嘉毅看来， 这不能成为
办不好教育的借口，穷省也要办好教育。
因此，我们看到，仅一年多时间，甘肃省
“全面改薄 ”成效喜人 ，省委 、省政府将

“全面改薄” 工作纳入 2015 年重点工作
予以推进，并将项目任务列入“工作落实
年”考核任务。

为保证每一分钱都落到实处，王嘉毅
还向市、县党政一把手写信，与主要领导沟
通，争取对“全面改薄”工作的支持。 同时，
政府通过购买社会服务， 邀请第三方对资
金投入、成效等进行监督、审查、评估。

领导重视的教育举措， 自然会呈现
出更加积极的发展态势。 因此，不管是会
宁县还是天祝县，学校的变化，师生感受
到的改变，集中体现了甘肃教育“全面改
薄”、精准扶贫、“营养改善计划”等一系
列政策带给基层学校和农村孩子的实
惠，这是暖在心里的惠民工程，也是对未
来负责的奠基行动。

教育 “改薄”， 其实是在夯实基础，
“垫厚”民族的未来！

记者观察 “改薄”教育“垫厚”未来

在会宁县丁家沟乡中心小学，孩子
们在梦想教室体验梦想课程

本报记者 张劲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