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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大事。然而，补齐乡村教育短板，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需要加大人力物力投入，更需要因地制宜、综合
施策的大智慧。近日，本报科教部与人民网科教频道联合策划甘肃南部山区采访，走进学校、教学点，考察当地探索出的乡村教
育自强新实践——教师园区+走教。

学生不动教师跑，降低学生交通风险；“学校人”变身“园区人”，均衡优质教育资源

教师园区+走教：山村教育新路
本报记者 张保淑 人民网记者 申 宁 贺迎春

早上7时20分不到，王峰峰准时上了班车。背上，是他心爱的手风琴。
今天，他要去上袁教学点，给一二年级的学生上音乐课。昨天，他去的是南七小学，也是音乐

课。一周5天，王峰峰3天在南七，两天在上袁。
王峰峰在“走教”。在此之前，他是陇城张沟附中的一名语文老师。再之前，他在大学里念的

是音乐专业。和王峰峰一起走教的，还有另外32名老师。
走教，是陇城教育的一个创造。一名教师要跨两个以上学校上课。
陇城镇，位于黄土高原边缘，甘肃狭长地图的东南端，是秦安县最偏远的乡镇之一，开车要1

个半小时。陇城文化底蕴丰厚，素有娲皇故里、街亭旧地之称，距今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大地
湾遗址亦近在咫尺。但与其历史文化地位不相称的是陇城教育近年来发展不均衡、山里川里差距
大，教师进不来、留不住，生源流失、择校普遍，教学质量无法保障。

2014年，秦安县决定在陇城建立教师园区，将全镇老师集中管理，推行走教。走教和走读，
一字之差，改变了陇城教育的面貌，细算一下，能拿出5本不同的“民心账”。

“现在已经有外乡教师在打听如何能到园区教书
了。”安让金有些得意。

待遇好是留住乡村教师的硬道理。
在陇城园区，除了退休和将要退休的老教师，每名

教师都可以分到一套住房，已婚的，84 平方米；单身
的，近30平方米。目前84平方米的房子已经入住，单身
宿舍很快也能交付。房子产权归教体局，老师只要在岗
就有使用权。陇南师专毕业的安敏去年刚考到陇城园
区，现在在张湾小学当教师，对于住房，她笑道：“很期
待。”

南七小学的校长陈继明，2007年大学毕业，2014年
才结婚，结婚时已经32岁了。在偏远山区，圈子小，流
动少，青年教师找对象难，也是困扰乡村教育的一个大
问题。张湾小学的校长赵晓文以前常住在学校，夜晚的
孤独总是难熬。集中住宿后，女教师有了安全感，生活
方便了，聊天对象多了，教师间的感情交流也更频繁了。

走教刚开始半年多，已有学生回流了，尽管只有一
个。在安让金看来，这是好兆头，走教正逐渐被外部认可。

“教师集中，对象好找了，生活方便了，教研也好
了，生源不是问题。”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王嘉毅对“陇城
模式”赞誉有加，“要大力推广，在乡镇建设一批教师园
区。”

当然，走教不是十全十美，走教不是万能钥匙。
同样是走教教师的李艳萍，有另一种担心：“以走教

的方式走进课堂，带给学生的有希望、有期待，同时也
让他们担心老师哪一天就离开了，再也看不到熟悉的身
影，再也听不到熟悉的声音。虽然孩子们很小，但他们
依然害怕离别，因为，山里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童……”

王嘉毅表示，建教师园区要因地制宜。走教虽是很
好的模式，但并不适合所有地方。对一些地方，王嘉毅
觉得可以推广寄宿制。他希望全国能根据实际探索出若
干不同模式。

安让金，陇城教师园区校长。他告
诉记者，走教的诞生，最初源自对学生
安全的忧虑。以前，用校车接送学生，
超载是经常的事，隐患大。特别是正宁
校车事故，虽然已过去5年，但依然是挥
之不去的梦魇。发生在 2011 年深秋的那
场车祸，夺去了 20个人的生命，其中包
括14枝待放的“花朵”。

山路崎岖，校车隐患，怎么办？
换位思考，学生不动老师动。当地

政府决定，建园区，推“走教”。从去年
10月开始，按村小和教学点分布，安排4
条班车专线，早晨送老师过去，晚上接
老师回来，固定车辆，固定司机，固定
人员，固定路线。为保证安全，园区还
做了一个“双保险”，除一条道路状况良
好的线路外，其他班车司机都要求有 A
证。学生不用挤校车了，老师的心也踏
实了。

清水河畔，一栋栋红白相间的
建筑，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格外醒
目。

这就是陇城的教师园区。
一栋园区教学教研场所，3栋住

宅，住着全镇 8 所小学 12 个教学点
的142名教师。

园区占地 15 亩，不是一个小投
入。秦安是国家级贫困县，光靠县
财政肯定没戏，当地政府为此没少
花心思。

地皮，征用的是河滩地，基本
上没花钱。资金，整合了公共租赁
住房等项目资金 1700 多万元，县财
政自己掏了 1000 万元，再加上各界
捐 的 200 多 万 元 ， 合 计 2900 多 万
元 。 经 过 一 年 多 建 设 ， 2015 年 9
月，园区建成了。事实证明，穷县
也能办大教育。

秦安县县长程江芬还算过一笔
账：把陇城教学点的学生撤并到完
小上学，每天需接送学生387人，需
14 辆校车，花 4200 元。现在改为接
送教师，需校车 4 辆，花 1200 元，
一天省 3000 元，每年在校 200 天，
一年能省 60 万元。这对于一个国家
级贫困县来说，不是个小数目。

刚走进张湾小学的校门，一年级的马勇就冲着姜秋霞大
叫起来：“姜老师来了！姜老师来了！”姜秋霞周一至周四在
张湾小学走教，负责一到四年级的音乐和美术课。今年7岁的
马勇，特别喜欢画画，一有时间就让姜老师教他画画。

城里的学校各有各的特色，而乡下的学校总是相似的。
生源少，师资力量薄弱，课程开不齐。在陇城，虽然老师总
量上基本够用，但结构性短缺却非常严重，村小、教学点的
音体美老师严重不足。而且，一个教学点一般只有一两名教
师，即使是完小，同一学科一般也只有一两名教师；导致了
有教无研的局面。

园区统一调配管理后园区统一调配管理后，，各学校各学校、、教学点缺啥补啥教学点缺啥补啥，，英语英语、、科科
学学、、音乐音乐、、体育体育、、美术美术，，都能开齐开足都能开齐开足。。每天晚上的集中备课每天晚上的集中备课、、集集
中教研中教研，，也让老师们可以相互切磋提高了也让老师们可以相互切磋提高了。。

走教的第一节美术课走教的第一节美术课，，姜秋霞让孩子们用线条勾勒做美姜秋霞让孩子们用线条勾勒做美
梦的小花猫梦的小花猫，，孩子们画得很认真孩子们画得很认真，，但从构图到涂色但从构图到涂色，，和川区
的孩子差了一大截。姜秋霞就一笔一画地教。一段时间后，
孩子们进步很大，现在可以画一些简单的创意画和写意画
了了。。姜秋霞很欣慰姜秋霞很欣慰。。

想进城，不愿下乡，人之常情。但这样的结果，就
是最后留在山区教学点的，大多是一群甘于奉献的老教
师。但乡村教育，不能只靠奉献。

改变，从教师资源配置开始。
实行走教后，园区内校点一体化，精准管理，统一

安排课程，统一教学计划，统一作息时间，统一调配教
师，边远山区也享受到了优质的教育。

校长不用费尽心思安排人了，老师不用绞尽脑汁往
上跑了。老师的身份由“学校人”变成了“园区人”，大
家都住在一起，待遇一样，在哪儿上课都一样，少了抱
怨，多了愉悦，老师们可以把更多的心思用在教学上。
用安让金的话说，人事调动实现了软着陆。

安全账——
送教上门“双保险”

教学账——
各科齐全一个都不少 经济账——

贫困县照办大教育

人事账——
校点一体做到四“统一”

人心账——
稳教安民叫响陇城模式

人心账——
稳教安民叫响陇城模式

近日，由中国科协主办、浙江省科协承办的“中国
流动科技馆”来到浙江景宁畲族自治县进行为期3个月的
展示体验活动。观众可在800多平方米的展厅里体验“地
震避险”“声光体验”“电磁探秘”“运动旋律”“数学魅
力”“健康生活”等50多个科学实验互动项目。

（李肃人摄 新华社发）

“流动科技馆”走进畲乡“流动科技馆”走进畲乡

陇城镇教师园区教师李安喜正在甘
肃省天水市秦安县陇城镇山王小学带领
孩子们做游戏。 陈 斌摄

陇城镇教师园区教师李安喜正在甘
肃省天水市秦安县陇城镇山王小学带领
孩子们做游戏。 陈 斌摄

陇城镇南七小
学，学生们在体育
老师的指导下开展
篮球比赛。

陈 斌摄

］］［

教师安敏在课堂上。 申 宁摄

庄小威教授是美国科学院最
年轻的华人院士、中科院史上最年
轻的外籍院士。借庄小威教授日
前在京参加两院院士大会的契机，
笔者对她进行了独家采访。

庄小威 15 岁考入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少年班，25 岁获美国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物理学博士学位，
之后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和生物物
理学家、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
得者朱棣文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做
生物物理学博士后研究。

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
毕业后，庄小威的生活中出现了
一个小插曲：她放弃了一些学校
直接提供给她的教授职位，选择
了在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并且将专业转向了生物学。但在
当时，她连 DNA 和 RNA 这类最
基本的生物学知识的区别都不清
楚。在斯坦福做了两年的博士后
研究后，她摸索到了自己的研究
方向。

2006 年初，年仅 34 岁的庄小
威成为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
物理学双科终身教授并于 2005 年
成为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
员。她在哈佛大学带领团队发明
了超高分辨率的 STORM 成像方
法并用此方法发现了许多新的细胞内结构，为神经细
胞结构，单分子动力学、核酸与蛋白的相互作用、基因
表达机制、细胞与病毒的相互作用等领域做出了杰出
贡献。

在采访中，庄小威教授并不觉得成为杰出的女
科学家有什么秘诀，“在我做科研的过程中，确实没
有感觉到因为是女性有优势或劣势。科研是不分性
别的。做研究本是我一生所爱，并不是有优势就去
做，有劣势就不去做。” 她淡然道。“鱼和熊掌不可
兼得，可惜我大概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与女儿在
一起的时间太少了，希望能多点时间陪她长大。”离
开了实验室说到家庭的庄小威教授，和普通妈妈没
有什么区别。她一脸骄傲地和笔者说起6岁女儿的趣
事，不时发出几声轻笑，“我女儿特别可爱有意思。
有时我陪她的时候，她会说，‘妈妈你去工作吧，’
这说明她不想跟我玩了，但是她会用很婉转的方式
说出来，这样不会让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

作为15岁考入中科大少年班、“四大力学”满分
的传奇纪录至今在科大无人打破的天才少女，庄小
威教授一直都是少年班的传奇，谈及社会上对少年
班“揠苗助长”的强烈质疑，她无奈道：“少年班本
身并不是坏事，报名时也完全自愿，没有人强迫。
我觉得少年班对我是很有帮助的。当然，确实有些
孩子因年龄小、心理不成熟，不能够适应少年班的
学习生活。因此，这就需要在报考、录取前，家长
和老师对孩子做一个综合性评估。如果不适合少年
班独特的学习生活方式就不要勉强，以防有些孩子
学习吃力，心理也受到影响；如果适合，这倒是一
个很好的成长环境。社会上对少年班毁誉参半，并
不是少年班本身存在的错误。而是因为一切都要因
人而异，少年班不是普适的。”

庄小威教授谈起近日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的师
弟兼爱徒何江，满是自豪和赞赏，认为何江的演讲
不仅展现了他一直致力于科技成果为每一个人所
用、造福于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也体现了日渐突出
的中国“海外力量”。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的话语权
比重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响亮。“我的实验室里华
人学生也占了一定比重，这并不是我对华人有特殊
待遇或特别因素的考虑，而是现在国外的优秀博士
生里，华人占了一定的比重。只要学生满足要求、
能够合作，我都会招收。”

虽离家二十余载，然饮水思源，庄小威教授一
直致力于为国人提供更好更宽广的科研平台，特别
是当选外籍院士后，更加关心支持中国科技的进
步，在专访的最后，庄小威教授向笔者表达了希望
能够对中国科技进步做更多贡献、与国内的科研机
构有更多交流合作机会的愿望。

（许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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