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彩语录

誗教育创强不仅仅是建
好学校、配好装备，重点是管
理强，关键是师资强，核心是
质量强。

誗从区域均衡、学校均
衡、生源均衡、师资均衡等方
面入手，努力实现城乡教育
优质均衡，共融发展。

誗开展特色教育，因材
施教，注重能力培养，注重
个性化发展，培养创新型人
才，是实施素质教育、解决
教育改革实际问题的必然
选择。

誗一位富有人格魅力、
为学生膜拜并效仿的教师，
一定是注重修身立德、具有
为人师表使命感的教师。广
大教师内心要有尺度，行为
要有准则，带头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学为人师、行
为世范，自觉纠正不良风气，
做传递教育正能量、引领社
会新风尚的模范。

誗加强教育信息化建
设，提高教育信息化应用水
平，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深度融合，利用信息技术
改进教学方法，提升教育教
学质量。

誗全面推进依法治教，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快
推进教育管理向教育治理转
变，以改革为法治添动力，以
法治为改革设规矩，切实做
到依法行政、依法办学、依法
执教。

广东省茂名市教育
局党组书记、局长

★
茂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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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广东省创建教育强省（以下简称“创强”）之机，茂名市自2012
年起，不断加大教育投入，通过“三强”（强认识、强领导、强标准），破解
“三难”（推进难、审批难、筹资难），有效促进了教育“七化”（区域教育均
衡化、学校建设标准化、教育技术信息化、学校发展特色化、教育办学集
团化、师资队伍优质化、职业教育体系化），让教育面貌焕然一新，并于
今年通过“创强”验收。本期走进茂名，解读茂名“创强”之路。

教育地理·广东茂名

□本报记者 刘 盾 □通讯员 梁镇源 陈晓玲

“创强”，让 教育

广东茂名信宜市市委一栋办公楼被
贴上了封条， 因为这栋已使用 30 多年的
办公楼被鉴定为 D 级危房， 必须停用或
拆除；信宜市政府办公楼也因年久失修被
鉴定为 D 级危房， 市政府诸多部门被迫
搬到他处办公……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 距信宜市政府 20 多公里外的镇隆镇
第一中学则漂亮大气 ，6 层的学生宿舍
楼、3 层的学生食堂整洁干净， 标准塑胶
跑道平整鲜艳，电脑室、物理化学实验室
设备齐全。

不仅是镇隆一中，如今在信宜市这片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土地上，学校已成为
乡村中最漂亮的建筑。

而在 2012 年广东创建教育强省之
前， 镇隆一中还是一所校园破旧不堪、只
有一片泥土操场、 两个破旧木质篮球架、
遇到雨天连续四五天上不了体育课的学
校。 巨变的发生起于信宜市“创强”工作，
该项工作启动 3 年多来， 该市投入 10 亿

元，新建校舍 87 栋，新增体育器材 22 万
件，新建物理、化学、生物、科学实验室以
及电脑室等功能室近 2000 间。

信宜“创强”是茂名市“创强”工作的
缩影，自 2012 年以来，茂名市通过“三强”
破解“三难”，有效促进了教育“七化”。

今年 3 月， 广东省教育强市督导验收
组对茂名“创强”工作进行了督导验收。 5
月，茂名市被授予“广东省教育强市”称号。

局长出镜·罗欣荣

曾银雨家住茂名化州市鉴江开发区
旺竹圩村，她家距鉴江开发区东方红小学
不到 1 公里。 然而在 2011 年她要上小学
时，家人将她送入 7 公里外的化州市第十
小学。 由于离家较远，曾银雨只有周末时
才能回家，“周一到周五住校，会特别想爸
爸妈妈”。

家人之所以舍近求远送曾银雨到化
州市第十小学读书，主要原因是当时东方
红小学办学条件太简陋：没有围墙、操场，
校内只有两栋建筑， 一栋是被鉴定为 D
级危房的两层小楼，另一栋是主体完工但
外墙还未粉刷的 3 层小楼。

为让孩子接受相对优质的教育，东方
红小学周边村庄近一半家长舍近求远，纷
纷将孩子送入其他学校。 当时，东方红小
学 6 个年级只有 189 名学生。

“创强”前，茂名诸多学校与东方红小
学一样破败萧条。高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韦
惠辉以该市南塘镇为例说，“创强” 前，该
镇 22 所完全小学和 2 个教学点大部分校
舍简陋，门窗陈旧破烂，许多学校甚至没
有校门、围墙。教学设施也很落后，大部分
学校没有电脑室、实验室。 由于教育资源
落后， 学生流失严重， 其中 15 所完全小
学、教学点学生数量不足 100 人。

为了让每一所中小学校和公办幼儿
园都达到国家标准化要求， 将茂名市建
成广东省教育强市， 茂名全市需新建教
学楼 、学生宿舍 、食堂 800 多幢 ，维修改
造学校 1900 多所，所有学校都要配齐实
验室、功能室和标准化运动场，这对经济
发展相对落后的茂名市来说， 工作特别
艰难繁重。

为啃下这块“硬骨头”，茂名市要求各
级党委、政府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党政主
要领导亲自抓，市、区（县级市）都由党委
常委、政府常务副职抓教育；要求始终坚
持做到严格执行标准化学校和强镇建设
标准，把所有义务教育学校、乡镇中心幼
儿园、镇（街）都建成标准化学校、规范化
幼儿园、教育强镇（街）。

据茂名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罗欣
荣介绍，为创新组织推动机制，破解“推进
难”，该市按照“党委统揽、政府负责、教育
牵头、镇街主创、部门支持、社会参与”的工
作机制，采取“七个一”的做法，强力推进教
育“创强”工作。 在当地媒体开辟教育“创
强”专栏，报道各地“创强”工作好做法、好
经验，曝光教育“创强”落后镇（街）。茂名市
政府分管领导定期约谈工作相对落后的
镇（街）所在的区（市）分管领导、教育局长
和镇委书记，以督促落实，追赶先进。

如火如荼的“创强”工作，推动茂名市
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东方
红小学，已有围墙、校门、两栋 3 层楼房、
塑胶跑道、运动场，还配备了设施齐全的
计算机教学教室、音美室、实验室、图书室
等功能室。

2013 年 9 月， 曾银雨与同村在外上学
的小伙伴都转入了东方红小学，“我们学校
楼房、教师等都不比化州市第十小学差了，
离家又很近，还是回来比较方便。 ”

据统计， 该校小学生总数已从 2012
年的 189 人增长至如今的 333 人。

党政领导“挂帅”“创强”攻坚有力度

在周边一片低矮灰暗的民房中间，高
州市南塘中心小学蓝白相间的新大楼、红
色塑胶跑道、绿色草坪相映成趣，组成该
镇最美丽的校园。 而在“创强”之前，南塘
中心小学却是该镇最破败的。

南塘中心学校校长卢洪明介绍，“创
强”前，学校食堂只有 1 层，只有厨房和买
饭窗口，学生只能蹲在食堂前的空地上吃
饭。不仅如此，宿舍也严重不足，学校只能

把教室改成宿舍， 一个教室塞进去 18 张
双人床，4 个学生挤在一张双人床上，没
有风扇、 厕所和阳台。 “双人床也是用了
10 多年的木质双人床，不仅摇摇晃晃，还
有许多虫眼。 有学生反映，经常能听到虫
子唱歌的声音。”谈起学校原来的状况，卢
洪明哭笑不得。

而现在，南塘中心小学不仅有 6 层的
教学综合大楼， 还建成了 3 层的新食堂、

3年投入 60多亿 为“创强”合力下“血本”

新宿舍楼。 新宿舍楼配备新床、 风扇、阳
台。该校“创强”共投入 1000 万元，而这些
钱都是该镇乡贤、广东省诚杰集团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杰夫捐赠的。

由于财政资金比较紧张， 资金缺口
大，为动员乡贤捐资推动“创强”工作，南
塘镇在 2013 年春节期间邀请刘杰夫等
80 多名该镇外出成功乡贤座谈， 动员他
们为家乡“创强”出钱出力、出谋划策。 座
谈会后，该镇党政领导、校长利用节假日
或时间到广州、深圳等地，争取乡贤们支
持并落实捐款，对于捐资的乡贤都由镇政
府颁发荣誉证书，并表示感谢。

茂名市教育局党组副书记、调研员梁
旭全介绍说，这仅是该市创新资金筹措机
制、破解“筹资难”的举措之一。 为发动社
会各界力量捐资助学，茂名市政府还出台
了《社会捐资助学暂行办法》，鼓励和引导
社会资金以多种形式进入教育领域，全市
共筹得“创强”捐款 8.6 亿元。

化州市长坡小学一直没有操场， 导致
该校学生没法上体育课。 该校想动员邻近
村民搬迁，为学校腾出一片空地建操场。 长
坡村委会主任黄志明硬着头皮接下这个
“苦差事”。 因为学校周边土地比较值钱，该
村两兄弟曾以 6 万元的价格相互交易了学
校门口一块约 60 平方米的宅基地，而这次
黄志明却要动员 7 户村民搬离他们的祖
屋，腾出近 1000 平方米的宅基地。

一开始， 黄志明碰了钉子，7 户村民
都不愿搬离。黄志明不厌其烦地多次上门
做工作，伴随着村中为长坡小学“创强”出
钱出力的氛围越来越浓，最终 7 户村民作
出一个令人敬佩的举动： 无偿让出宅基
地，仅向学校收取了少量的拆迁费。

群众纷纷为“创强”出钱出力的感人
故事在茂名各地涌现，高州市镇江镇官冲
村 85 岁五保老人冯增元， 将自己省吃俭
用攒下的 1000 元捐给学校， 高州市广大
教职员工利用课余及节假日时间平整运
动场、美化绿化校园、修葺校园等义务献
工达 28 万人次，为该市“创强”节省资金
2800 多万元。

梁旭全表示，该市除积极动员社会各
方力量，还积极争取省资金支持，广东省
下拨该市“创强”专项经费 12 亿元，居全
省各市之首。 同时，该市加大市级奖补力
度，市政府落实奖补资金 4 亿元，向银行
贷款 2 亿元。 另外，该市进一步完善各类
教育经费投入机制， 确保教育经费达到
“三个增长”、“两个提高”。 为让好钢用在
刀刃上，茂名市还强化经费管理，开展教
育经费专项督查，确保专款专用。

据信宜市教育局副局长梁晓燕介绍，
该市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的重点领域予
以优先保障。 除市教育局外，市其他各职
能部门也建立了“实事实办、特事特办、急
事急办”的高效机制，大开“绿色通道”，为
项目审批提供了“一站式”服务。 市委书
记、市长亲自带头督查，深入学校调研，及
时协调解决难题；市委、市政府督查部门
把“创强”工作列入年度督查工作重点，市
纪检监察部门建立了“每周一汇报，每周
一通报”督查机制。

在茂名市教育局副调研员陈荣看来，
信宜市的做法正是该市及所辖县区创新
项目审批机制、破解“创强”“审批难”的缩
影。 陈荣介绍，茂名市政府开通了校舍建
设审批“绿色通道”，审批时限已从过去的
310 天缩短到 43 天。

茂名推进“创强””七个一”做法
誗每周由市政府督查室联合有关部门
对教育“创强”工作进行一次督查；
誗每周至少一条短信宣传各地好做
法好经验；
誗每月开展一次“教育‘创强’，走听
看想”活动；
誗每月通报一次建设项目进展情况；
誗每月出版一期“创强”简报；
誗每月对“创强”进度较慢镇的镇委
书记约谈一次；
誗每季度通报一次筹措资金情况。

现在，学生谭贤景回答问题时敢看着
任课教师了， 虽然他的声音还是很小，但
相比之前的羞涩已有很大的进步，这让班
主任吴玉婷很高兴。

吴玉婷是茂名市第九小学一（3）班班
主任，开学后不久，她发现谭贤景由于缺乏
自信，不仅课堂上不敢回答问题，甚至课下
不愿与同学交流。 发现这种情况后，吴玉
婷就与谭贤景家长一同帮孩子找回自信。

之所以能这样做， 在吴玉婷看来，就
是因为学校以往严重的 “大班额 ”被 “消
肿”了。

“原来一个班有 70 多名学生，维持好
上课纪律都很难，更别说能关照到每一个
孩子了。 ”吴玉婷说，现在班内只有 48 名
学生，教师有条件针对学生因材施教。

“大班额”让茂名市第九小学校长陈
河福也很头疼，原来学校平均班额为 69.8
人：“教室拥挤，学生进出很不方便，有的
班额较大的班级，学生甚至因为拥挤不好
起身。 ”

“‘创强’不仅要强校舍、强装备、强师
资、强管理，最终目的是要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 ”罗欣荣介绍说，“大班额”问题是该市
“创强”“攻坚战”需要攻克的“堡垒”之一。

“要解决大班额问题，就需要解决择
校问题，就需要解决‘条子’问题。”陈河福
以往每逢开学时，手机不敢开，学校不敢
待，即便如此依然会收到许多“条子”，“怕
得罪领导，不敢不处理，但处理不完，因为
班级容量有限，塞不下那么多‘条子生’”。

然而，去年 9 月开学前后，陈河福没
收到一张“条子”。 这是因为，当年 3 月茂
名市委书记许光到市教育局调研时强调，
他带头不批“条子”。 7 月，他又批示教育
部门要建立举报机制，坚决刹住择校不正
之风。 在许光以身作则之下，茂名市各级
领导自觉维护招生的良好秩序。

“许多人不批‘条子’，一是不敢顶风
作案 ，二是知道批了 ‘条子 ’也很难起作
用。”茂名市教育局人事科科长王志维，市

教育局通过 “三板斧 ”砍掉 “暗箱操作空
间”， 把市区义务教育招生工作放在阳光
之下。

据王志维介绍，市教育局出台“十条
禁令”，领导带头不批“条子”，同时要求市
区公办小学、 初中 100%实行依街道划片
招生，强化就近入学。此外，市教育局还注
重阳光招生，强化派位程序，推行招生计
划公开、条件公开、范围公开、过程公开、
结果公开等“五公开”；同时，市教育局通
过主动召开新闻发布会等形式，在当地媒
体、学校宣传栏等信息传播平台，广泛宣
传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政策。

在茂名市教育局铁拳治理之下，去年
秋季开学后，市直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大班额”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其中小学一
年级最大班额不超 50 人， 初中一年级最
大班额不超 55 人。 这为茂名市合理配置
教育资源， 推动市区学校优质均衡发展，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抑扬流转的《高山流水》古琴声中，
清新淡雅的墨香扑鼻而来，茂名市第五小
学三年级学生在学校书法教室挥毫泼墨，
临摹“怡心”二字。该校书法教师钟美燕穿
梭于学生之间，指导学生如何运转笔锋。

“在市教育局一校一特色的指导下，我
校将书法列为校本课程， 聘请了知名书法
家到学校指导，还专门编制了书法教材。 ”
茂名市第五小学校长卢春年说， 他们想通
过这门课程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书写习
惯，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

无独有偶， 茂名市第九小学的管弦
乐，茂名市第十五中学 “五个小 ”科技活
动，茂名市第一幼儿园“快乐体育”活动等
校本课程，也正在推进。

罗欣荣表示 ，通过 “创强 ”工作的推
动， 该局正在教育资源均衡的基础上，进
一步推进公平施教、因材施教。同时，着力
提升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水平，通过实施
素质教育教好每一个学生，促进学生全面
个性化发展。

强“体”更强“芯”“创强”让教育质量“水涨船高”

出了名茂名

茂名教育“创强”经验
通过“三强”：强认识、强领导、强标准；
破解“三难”：推进难、审批难、筹资难；
实现教育“七化”：区域教育均衡化、学
校建设标准化、教育技术信息化、学校
发展特色化、教育办学集团化、师资队
伍优质化、职业教育体系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