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政策、统思想、建机制

举全县之力办教育

作为一个经济并不发达、财政更不宽裕的

山区县，常山教育要在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进

步，让老百姓重拾对教育的信心，需要政策的大

力扶持、发展思想的高度统一和保障机制体制

的创设。

为此，2017年 2月，常山县以政府“一号文

件”的形式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教育质量提升工

作的意见》；2020年9月又升级出台了《关于大力

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经济

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优先

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发展，领导

力量向教育倾斜、领导精力向教育倾斜、有限财力

向教育倾斜，并提出了深化体制改革、加强经费保

障等16项振兴教育具体措施，决心举全县之力打

一场教育翻身仗。

把振兴教育作为县委县政府的“一号工程”，

这在常山历史上还是头一回。对此，当地老百姓

有振奋、有期盼，当然也有质疑：会不会“雷声大

雨点小”？对此，常山县委县政府用实际行动作

了回答。

“一号文件”出台后不久，常山就召开了全县

教育发展大会，参会对象不仅包括县教育系统的

干部、教师，还有省市教育部门领导，县四套班子

领导、各机关部门负责人、乡镇（街道）党政“一把

手”和分管领导，以及家长、学生代表，规模声势空

前。这之后，该县还专门成立教育质量提升工作

领导小组，并建立了县委常委会、党政班子双月工

作交流会定期听取教育工作汇报机制。县人大常

委会也正式发文，要求县乡两级人代会每年听取

和审议教育工作综合情况报告。

出政策、统思想、建机制，一系列举措让常

山老百姓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县里这回是动

真格了。对此，常山县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李

岳飞也深有体会。他直言，在常山，党委政府对

教育的重视和支持是实打实的，近3年教育投

入累计近 20亿元，教育投入始终保持高位增

长，生均公用经费、农村教师补贴等标准也常年

位居全市前列。

“县委县政府重视、支持的同时也带动了全

社会对教育的关心和厚爱，形成了全社会为教育

振兴‘加枝添叶’的良好生态。”李岳飞介绍，该

县球川镇党委书记在一次调研中发现，龙绕中

心小学校门口的道路设计不合理，家长接送学

生时经常发生事故。于是，她立马将该段道路

的整治工作列入了该镇当年的工作计划，并由

镇政府出资200余万元专门进行整治，解决了家

长的后顾之忧。

“常山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全社会共同推

动。全县每个单位、每所学校、每位教育人都

要甘当园丁，甘于奉献，切实做到对教育真重

视、对教育真支持、对教育真崇尚。”衢州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常山县委书记潘晓辉表示，

发展教育事业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

的行动与举措，更是县委县政府义不容辞的职

责与使命。

“我们将始终把群众对常山教育的期盼放在

心头、落实在行动上，努力让常山的孩子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一流的教育。”潘晓辉说。

“迪宝，赶快排好，我们的小火车

要出发啦！”“多多，听到音乐就要赶快

把玩具宝宝送回家喽！”“团团，吃饭前

我们要先做什么呀？”……作为小（1）

班的主班教师和小段年段长，朱依妮

已经能够游刃有余地处理各项工作，

“当合同制教师的这一年，我的进步很

大，积累了很多很好的教学经验”。

2022年，朱依妮正式与常山县教

育局签订劳动合同，被分配到白石镇

第一中心幼儿园，成为一名劳动合同

制教师。“说实话，吸引我到常山做一

名合同制教师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待遇

好。”她直言，去年，合同制教师的待遇

就达到了8.5万元，今年还将提高到10

万元。“乡村教师待遇越好，就越能静

下心、留得住。”县教育局组织人事科

科长张志夏介绍，截至2022年年底，

在常山，像朱依妮这样的劳动合同制

幼儿园教师共有185名，今年该县还

计划再招收70名。

长期以来，师资力量薄弱一直是

制约常山教育发展的一大难题。该如

何有效破解？近年来，在县委县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常山县教育局紧紧抓

住教师队伍建设这一“牛鼻子”，积极

探索人事制度改革，综合施策，不断激

活师资队伍内驱力，提升队伍整体素

质，为常山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

了有力保障。

教师编制紧缺，“二孩”政策放开

后适龄入学儿童不断增加，代课教师

被明令禁止，学校教师匮乏的口子怎

么补？为了在不增加编制的基础上，

减轻学校负担，增加教师供给，2017

年，在报请县委县政府同意后，常山县

教育局建立了教师储备员额制度，实

施“加人加钱不加编”，此举大大缓解

了当时教师数量不足的压力。2021

年，该县又全面实施了学前合同制教

师制度，有效地解决了实施学前教育

补短提升工程以来，公办幼儿园扩增

带来的教师编制不足问题。

“教师队伍充实了，更要留得住、

发展得好。”张志夏告诉记者，针对教

师地位待遇不高、“留不住、下不去”等

突出问题，近年来，常山还不断完善相

关政策，多措并举，切实提高教师地位

待遇，提升教师幸福指数。2017年，

常山修订政府教师荣誉奖项，每年奖

励150多万元；2018年，将教育教学质

量奖提升至24000元，之后进一步提

升至5万元，将农村特岗津贴提高至

400~1300元；2019年，又设立“文峰

书香奖”，每年共奖励130多万元。同

时，常山每年还安排教育奖励基金

2000多万元，用于奖励教育教学质量

优秀的学校及个人。

此外，2022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支

持下，常山还在全省范围内率先全面实

施了“推进教育系统事业单位岗位设

置”改革，打破了原来岗位晋升“论资

排辈”的格局，逐步形成了竞争上岗、

优胜劣汰考核竞聘机制，破除了部分

人才相对集聚学校岗位晋升难的困

局，98名工作勤、业绩优的教师享受到

了改革红利。“岗位晋升曾让很多教师

感到头疼，作为一名有30多年教龄的

‘老兵’，我真切地感受到这次岗位设

置改革打破了‘论资排辈’的限制，树立

了业绩优先的鲜明导向，让老师们有了

盼头，极大地激发了一线教师的工作积

极性。”常山县湖东小学教师汪水姣说。

“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有力地

保障了师资队伍建设的质量，让教师

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得到了显著提

升。”李岳飞告诉记者，随着教育改革

的不断深入，县委县政府抓教育的决

心、用心、真心也给全体教师鼓足了信

心，绝大多数教师敬业爱岗、积极进

取，教师队伍的精气神不断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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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振兴教育当作“一号工程”来抓
——常山县推进教育跨越式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邵焕荣

以前，在常山县的乡村，常常能看到破旧的

校舍，坑坑洼洼的水泥操场。现在，在常山县的

每一个乡镇，最好的建筑是学校，最美的风景在

校园；

2016年，常山县的教育质量处在衢州市末

位。可到了2022年，该县的教育综合考核排名达

到了全市第一方阵；

多年前，常山县优质生源外流现象严重。如

今，越来越多的学生正从外地的优质高中往常山

“回流”，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成为现实；

……

短短数年间，常山教育实现了“脱胎换骨”。

常山地处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是浙江

山区26县之一。长期以来，由于办学底子薄，师

资力量弱，优质生源流失，教育发展一直是当地

老百姓的“心头之痛”。教育，既是民生工程，更

是民心工程。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近年来，常

山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把振兴教育当作“一号工

程”来抓，凝全县之心、聚全县之财、举全县之力，

持续深入推进教育跨越式发展，教育保障越来越

实、教师队伍越来越优、教学质量越来越好，“优

学常山”品牌全面打响。

走进常山县文昌小学，一股江南

书院的气息扑面而来。螺旋式下沉的

内庭花园，阅读、创客、体验、家国等四

大空间，陶艺、木工、烘焙等20余个专

用教室……都让记者眼前一亮。

“我校于去年秋季正式投入使用，

设施设备齐全，办学条件优越，有效地

解决了城东片区的就学问题，目前已接

收了600余名因小规模学校撤并、整村

搬迁转学的学生。”文昌小学校长封鸣

根介绍，学校于2020年启动建设，总占

地面积约55亩，工程总投资约1.7亿

元，规划班级36个，可提供学位1620

个，“在‘成全’教育理念的核心指引下，

我校正充分利用四大空间和专用教室，

融合校内外实践基地，开发项目化学习

资源，倾力为学生打造‘成长、成才、成

人’的全方位育人体系”。

新建的文昌小学只是近年来常山

强化教育基础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常山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

业优先发展，切实做到“三个优先”“三

个倾斜”，在财力有限且经济社会各个

方面发展都需投入大量资金的情况

下，仍不遗余力地加大教育投入，仅

2020年一年教育投入就达到

了12.1亿元。“与此同时，党委

政府还通过政府专项债、土地

出让金等多渠道筹措资金，大

手笔投入教育硬件建设，为大力

推进山区县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县教育局财务基建科科

长罗立新说。

据统计，近年来该县累计投入教

育建设资金20.8亿元：启动“10+2”普

惠性幼儿园建设项目，新建、改建幼儿

园12所；实施普惠性幼儿园扩容工

程，新建7所幼儿园、改扩建18所幼

儿园；实施农村学校提升工程，完成

农村教学点改造提升10个、学校厕所

改造提升17个；实施培智学校综合楼

建设工程，新建1400平方米实训楼

并添置设施设备；启动衢州数字工业

学校迁建项目，推进职业教育“两校

融合项目”……一幢幢崭新的教学楼

拔地而起，一座座美丽的校园惊艳亮

相，从高中到幼儿园，从县城到乡村、

从培智学校到职业中专，学校“颜值”

不断提升，设备不断改善，“穷财政”办

出了“富教育”。

白石镇第一中心幼儿园副园长卢

来萍对此感触颇深，“当时，我还在老

幼儿园当教师，它虽然是镇上唯一的

一所幼儿园，但由于空间小、设施设

备陈旧，本地的家长都不‘买账’，只

要条件具备，就会尽量送孩子去县城

上学。”卢来萍坦言，这种情况在新园

投入使用后有了明显改善，和老园相

比，新园的场地更宽阔，并建有独立

的小剧场、阅读室、美工坊、美食坊

等，还开设了丰富的相关课程，“家长

们只要来幼儿园看过，没有不满意

的，自然而然地，留在本地入学的孩子

也就越来越多”。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办好家门口每一所学校

“振兴教育，仅靠加大投入与政府‘撑腰’

还远远不够，必须练好内功，以改革举措打破

制约教育发展的条条框框，构建良好的教育

生态，激活内生动力。”李岳飞坦言，当教育脱

掉“一号工程”的帽子后仍能让老百姓满意，

才是真正的振兴。

在此思路下，近年来，常山教育综合改

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从管理模式到内涵提

升，从点上重点突破到面上整体提升，常山正

在推进一场“全方位、广层次、链条式”的教育

改革。

2021年，常山全面启动了初中段集团化

办学，目前已组建4个初中教育集团，实现了

初中段“以城带乡、以强带弱、优势互补、优质

发展”的“1+1”发展格局。学前段以城区示

范性幼儿园为龙头，组建3个幼教集团，以

“总园+分园”的形式，与乡镇公办幼儿园进

行结对，实现以强带弱集群式发展。

2022年年初，该县全面实施了“县中崛

起”计划。常山县第一中学与杭州学军中学

签订山海协作合作办学协议书，成立学军中

学特级教师工作室，专注名师、优生培养。同

时，该县引进海亮教育集团组建管理团队托

管城东中学，努力办好老百姓家门口每一所

学校。

同年，紧抓“跨区域教共体”建设契机，常

山又与杭州上城区开展教育合作，超额组建

9对中小学跨区域教共体，结对完成率达

112%，居省市前列。截至目前，已成立名师

工作室6个，青蓝教师结对119人，围绕“集

体教研”开展线上协商18次，共享课程70余

课时。

学校办学质量如何，关键看校长。为优

化教育干部资源配置，推进教育高水平均衡

发展，近年来，常山县教育局还敢于打破用人

惯性思维，积极探索干部培养使用新机制，大

力推行干部“跨界”使用，既培养了一批懂教

育、善管理的业务性骨干，又助推教育快速发

展，“头雁效应”充分显现。

李岳飞表示，下一步，常山县教育局还将

继续对标县委打造“浙西第一门户”要求，聚

力聚焦跨越式发展总体思路，紧盯一个目标、

聚焦两个关键、突出三个重点、抓实四项改

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步伐，全面推动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努力办好老百姓家门口满意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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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在常山采访期间，记者走访了县政府各

相关部门及多所学校，对常山教育在短短数

年间实现“脱胎换骨”深有感触。

对当地老百姓来说，教育水平怎么样，

最直接的评判标准就是教育质量。在这方

面，近年来，常山县交出的答卷格外亮眼，大

大提振了当地老百姓对教育的信心。当然，

让老百姓满意的不单单是升学率，常山教育

在立德树人、城乡均衡、职业教育等多个领

域同样成绩喜人。

这些成绩的背后离不开常山县委县政

府对教育的真重视、真支持。其中，让记者

印象最深刻的，是几年前常山在控制优质生

源外流时的一些做法。为了留住这些优质

生源，当地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出

马，多次为常山教育“站台”，使优质生源外

流现象得到了有效控制。生源保住了，再加

上大手笔的教育投入和师资队伍的改善，常

山教育终于在短时间内“翻了身”。

在采访中，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常山县委书记潘晓辉表示，“没有什么成绩

比教育成绩更令人振奋，没有哪种投资比教

育投资更有价值，没有哪支队伍比教师队伍

更能影响人生，没有哪项工作比教育工作更

需要重视”。常山县委县政府持之以恒振兴

教育的决心不会变，一任接着一任干，始终

把振兴教育当作“一号工程”来抓。秉承着

这样的初心，常山教育必能创造新辉煌。

牵住教师队伍建设“牛鼻子”

教育人的精气神被激活了

把最好的资源投入教育

办学条件显著改善

扫码看常山振兴教育之路

图为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常山县委书记潘晓辉
（前排左二）赴学校调研教育教学工作。

图为常山县白石镇第一中心
幼儿园教师带着幼儿玩中学。

图为常山县文昌小学的学生
在新校区上音乐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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