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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教育

崇 文 重 教 兴 学 育 人
——盐津县教育发展侧记

通讯员 何益民 文/图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
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国家要强
大，必须办好教育”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教育在国家
发展、民族振兴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与重大
使命。对于山区而言，若要实现发展变
革，山区人民想要摆脱贫困，教育就如同
一位守望者与奋楫者，具有极为重要的作
用。由此可见，一个地方要发展，教育需
先行。

群山叩问，呼唤教育复兴梦回
盐津，一座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小

城。五尺道上的商贾马帮、沧桑古拙的袁
滋题记摩崖石刻，以及亘古流淌的朱提
江，足以见证这座小城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和独特的人文风情。

岁月不居，不掩其美，且听积薪烧岩
的斧钺与丝路驼铃编织而成的悠悠神
曲。青山未老，何慕浮名？当诵那“关河
号子”与朱提江水一同酿成的醉人诗行！
这里生养的子民亦不负青山、不负赤诚：
举人徐济川、进士李明璋、云南气象奠基
者陈一得、革命先驱马逸飞、妇女运动先
驱马冰清、少年英雄梁元斌……人才辈出
的历史，诉说着昔日盐津教育的辉煌。

可是，此后很长一段时期，盐津教育
就像“一线城市”一样，处于沟壑之间，困
囿于低谷，止步不前。岁月苍茫，群山叩
问：昔日辉煌何日再现？教育大业何时复
兴？这些振聋发聩的叩问，需要一代人甚
至几代人深刻反思。

筚路蓝缕，以启教育发展征程
盐津教育的发展之路曲折而艰难，需

要一代代深耕教育的人默默付出、无私奉
献。在这漫长的征程中，无数拓荒者与孺
子牛用汗水、泪水，甚至血水树立起一座
座丰碑。他们凭借智慧与责任汇聚成磅
礴力量，推动盐津教育在重重困难中稳步
前行。

盐津自古地处偏远。不知孔孟之学、
秦文汉赋、唐诗宋词等对盐津教育的渗透
与熏陶程度如何，单从清雍正十三年
（1735 年）郁文书院始建至今近 300 年的
发展轨迹来看，盐津教育确实经历了“筚
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难历程。

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各类人才不断
涌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恢复高
考制度期间，教育发展遭遇诸多挑战。“基
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成为一项历史性课题。1979年，盐津
县成立扫盲委员会，旨在推动教育事业的
发展，通过举办业余初小班、扫盲班及农
村成人实用技术培训等方式狠抓扫盲教
育。2003 年 11 月，盐津县扫盲工作通过
省政府评估验收，全县 15周岁至 50周岁
青壮年文盲率降至3.8%。

扫盲工作通过省政府评估验收后，盐
津县委、县政府举全县之力，持续巩固扫
盲成果，做到“机构不撤、队伍不散、任务
不变、投入不减”。到“两基”验收时，全县
非文盲率从省政府验收时的96.2%提升至
98.2%。教师们校内包班、校外包片。白
天，他们在教室为学生授课；夜晚，伴着煤
油灯，在弥漫着浓浓草烟味的环境中，利
用识字课本开展青壮年扫盲教育。正所

谓“粒粒芝麻装满箩，滴滴泉水汇成河”，
每天晚上，农舍里、场院中便会传出扫盲
班学员的读书声。

盐津在完成义务教育普及这一艰巨
任务过程中，彰显出“穷县办大教育”的勇
毅与担当。无论是“普六”还是“普九”，对
照评估指标，盐津都存在诸多短板与较大
差距，入学率、校舍、师资、校园面积、活动
场地、图书、实验仪器以及经费等，每一项
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县委、县政府及教
育主管部门充分发动群众，汇聚群众智
慧，一场轰轰烈烈的“两基”评估验收攻坚
战打响了。各级干部、教师及群众积极
投身于这场被永载史册的“战役”之中。
大家逐个解决问题 ，逐步补齐短板 。
1997 年，“普六”通过省级验收；2006 年，

“普九”通过省级验收；2010年，“两基”顺
利通过国检。

在从“扫盲”到“两基”评估验收这场
长达 31 年的“战役”中，不知有多少人用
汗水、泪水、血水甚至生命，演绎了一个个
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笔者有幸见证并
参与了这场“战役”。兴建校舍时，广大群
众投工投劳，干劲十足；补充师资力量时，
各级领导绞尽脑汁；走村入户时，全体教
师无私奉献。为了做好各项工作，大家不
畏严寒酷暑，头顶星空，脚踏泥泞。无论
晨光初现，还是月色如水，他们始终一往
无前，从未退缩。忘不了各级领导夜以继
日地研究部署、制定措施、统筹规划时的
疲惫身影；忘不了办公室里，那堆积如山、
凝结着全体教师辛勤汗水的表册与档案；
忘不了大街小巷、河滩路旁，“为官一任，
兴教一方”“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
教育的希望在教师”“再穷不能穷教育，再
苦不能苦孩子”等一条条响亮的标语；忘
不了为广泛发动群众而印发的一份份宣
传手册和传单；忘不了回荡在山野之间，
劝学生返校时的声声叮咛……

拂去岁月的尘埃，我的耳畔依旧回荡
着落雁乡龙塘村年逾五旬的代课教师邓
云厚，在评估验收组询问时难以抑制的哭
诉声。这声声哭诉背后是一名代课教师
对教育事业的真情与无私奉献。在没有
专项经费的情况下，邓云厚带着家人和当
地百姓，在原址上重建他所代课的民办
学校——劳里小学。这位每月只有几十
元薪酬的代课教师，也许他并不真正理
解“不负人民重托”的深刻内涵，但他对
教育事业所倾注的满腔热忱，以及在追
求理想道路上所展现出的坚定信念，让
人肃然起敬。

在披荆斩棘推进教育事业发展的历
程中，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尽管实现了
义务教育的普及，但是盐津教育较之全
市、全省，依然处于低层次、低水平。盐津
教育的发展不能止步，也不敢止步，必须
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和只争朝夕的态度继
续破解新的教育发展难题。于是，经过几
年的内涵式发展，盐津优化课堂教学模
式，转变教师教育思想，实现从课程到课
堂、从教师到学生、从知识传授到校园文
化、从办学思想到章程建设的革命性教育
变革。为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缩小城乡
教育差距，“薄改”计划全面启动，队伍建
设快速推进，师资补充方式多元化，学校
布局得到优化，设施设备投入加大，育人

环境得以美化亮化。2017年12月，“义务
教育基本均衡”通过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
会 评 估 验 收 ，小 学 适 龄 儿 童 入 学 率
99.87%，初中阶段毛入学率 99.97%，综合
均衡差异系数分别为 0.389、0.2。国家脱
贫攻坚战中“两不愁三保障”里的控辍保
学，既是重点，也是难点。在国家“不能让
一个孩子因贫穷而失学、辍学”的政策引
领下，自 2016年起，盐津紧盯“零辍学”目
标，围绕“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出得
去”12字方针，探索构建了“一主导”“双网
格”“三联动”的“123”控辍保学盐津模式，
最终实现辍学学生“动态清零”，完成了国
家赋予盐津教育的又一历史使命。

这些年来，盐津这座小城和这里的人
们以其特有的力量和精神让教育事业焕
发出勃勃生机。教育质量不断攀升，优秀
人才脱颖而出。在推进义务教育发展的
同时，不忘推进其他教育协调发展。学前
教育发展迅速，在“一村一幼”政策的推动
下，民办幼儿园成为学前教育的有力支
撑；职业教育方面，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
高度契合，不断探索普职融合协调之路；
为关爱弱势群体，2013 年 3月，盐津县特
殊教育学校在牛寨乡创建并面向全县开
班招生；作为人才培养输送窗口的高中教
育后劲十足，自 2002 年和 2008 年盐津县
第二中学和盐津县第三中学先后开办高
中教育后，县内高中学校由 1所扩展为 3
所。教学质量提升显著，综合上线率由以
前的较低水平提高到现在的 95%以上。
2023年，盐津育苗幼儿园成功晋升为一级
一等幼儿园，盐津县第二中学成功晋升为
一级三等完全中学，标志着盐津教育迈上
了又一个新台阶。青年才俊更是不减昔
日辉煌，且不论“生命诗人”樊忠慰、亮风
台创始人廖春元，单是寒门学子唐天祥和
盛斌考入清华大学，就足以让这座“一线
城市”增添几轮绚丽光环。

回望盐津教育的发展历程，恰似一次
旅行，有充满艰辛与苦涩的跋涉，有享受
收获的喜悦与美好；宛若一部史诗，有蹚
河履冰的低吟，有气壮山河的放歌。可
谓：筚路蓝缕，斩棘披荆。漫漫经年，成绩
可旌。

雄关漫道，砥砺奋进阔步前行
“教也者，所以道之也”道出了教育的

本质。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教育如
潮头浪花推动着社会前进，教化民众，开
启智慧，使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谨庠序
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
道路矣”，孟子的话也阐述了教育的作用
和功能。教育如春风化雨，让人们知礼
仪、明孝悌。古人的经典之语告诉我们：
社会要发展，教育必先行；人类要进步，教
育来引路。

回望历史，教室破烂不堪，有的甚至
是破庙或集体用房，破瓦难以防漏，窗洞
无法御寒，无门难以防盗；课桌破旧不堪，
有些地方甚至连破旧课桌都没有，只能用
木板代替，木板的两端用石头垒砌起来当
桌脚，凳子是学生从自己家里带来的。没
有运动场，没有教具，更没有营养餐。学
生都是走读，早上天还没亮就得起床，胡
乱吃点东西便和同学打着火把去上学，路
程远的，要走 2个小时。如果预计某天可

能会被老师留下来“开小灶”，还得带上午
餐。教孩子的基本都是代课教师，有的是
小学学历，大多是初中学历——这里所说
的初中学历是指上过初中，但不知读了多
久。高中学历的代课教师很少，因为那个
时候高中生不多。“蒿草之下或有兰香，茅
茨之屋或有侯王”，即使处于这样艰苦的
环境中，还是培养出了一批杰出人物。

当下，无论走到哪里，大家都会有这
样的感觉：最好的房屋是学校，最美的环
境是校园。校园里，每一面墙都会说话，
每一棵树都能育人。教室里，桌椅摆放整
齐，电子白板借助多媒体专网联通世界，
教育资源丰富多样；食堂里，营养餐美味
可口；运动场上，学生们尽情奔跑。教师
专业素养的提升、学校管理机制的优化，
为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提供了坚实保障。
盐津的教育，历经数代人的努力，如今已
跃上一个新台阶。这座被群山环抱、沟壑
缠绕的小城，不再是愚昧与落后的代名
词。面对山外的精彩与繁华，人们不再引
颈而望，而是主动参与，由旁观者变为局
中人。然而，当把目光和视角投向更高更
远的时空，盐津的教育要跟上教育发展的
时代节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诸多
艰难险阻需要攻克。

当前，国家正全力推进教育高质量发
展，各类教育改革正在全面铺开。实施东
西部协作、高校定点帮扶、组团式帮扶、

“省管校用”等政策，旨在推动教育全面发
展、快速提升。从国家到省、市，一个个关
于教育发展改革的文件相继下发，一项项
教育改革措施逐步落实，教育发展的春天
已然来临。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面对盐津教育的现状与未来发展之
路，我们要跨越如钢似铁的雄关漫道，稳
步前行。充分运用体系化建设、利用优势
资源托管、开展组团式帮扶、落实“省管校
用”、推进学区制改革、实行集团化办学以
及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等帮扶政
策与改革举措，精耕细作，砥砺前行；加快
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步伐，在教育发展
的征程中牢记使命、怀揣梦想、策马扬鞭、
奋力前行。

踔厉奋发，鼓足千般劲；耕耘不辍，赢
得百花开。在这教育发展的春天里，让我
们以勤劳和智慧浇灌盐津教育之花，让
这些怒放的花朵装点小城，装点世界，更
装点每个人的心灵；用我们如诗的情怀，
守望山山水水，守望沟沟壑壑，守望那些
美好！

施国䶮：扎根基层 深耕课堂
通讯员 牛文炬 文/图

施国䶮在授课。

施国䶮，鲁甸县龙头山镇中心小学校
长。1997年8月，施国䶮怀揣着对教育事
业的无限憧憬，毅然踏上了教育之路。28
年来，她宛如一位辛勤的园丁，用汗水与
智慧浇灌着祖国的花朵；又似一盏明灯，
照亮学生的成长之路。

28 年来，施国䶮始终坚守在教学一
线，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毫无保留地奉献
给了教育事业。从初出茅庐时的青涩稚
嫩，到如今独当一面的从容自信，施国䶮

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有力，每一个脚印都

镌刻着她对教育的执着与热爱。
在教学工作中，施国䶮展现出了极高

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她深刻地认识
到，教育不仅仅是知识的机械传授，而是
心灵与心灵的深度沟通以及人格的精心
塑造。因此，她始终以“四有”好老师的标
准严格要求自己，用满满的爱心、十足的
耐心和高度的责任心，悉心呵护每一位学
生成长。在担任小学语文教学工作和班
主任的 25 年里，施国䶮年均完成教学工
作量 520课时。即便在担任校领导之后，

她依然活跃在教学一线，年均完成教学工
作量 200 课时。她的课堂充满生机与活
力，她总能巧妙地将枯燥乏味的知识转化
为生动有趣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在轻松愉
悦的氛围中汲取知识的养分，收获成长的
喜悦。正因如此，她所教学科的成绩始终
名列前茅。她也因此成为学生心目中的
良师益友，赢得家长的高度认可和赞誉。

施国䶮对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创新从
未停歇。她认为，时代在飞速发展，教育
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革新。为此，她始
终保持学习的热情，积极学习新的教育理
念和教学方法，不断将新思路、新方法引
入课堂，巧妙解决教学中遇到的各种难
题。她的课堂因此变得生动有趣，深受学
生喜爱，教学效果显著。她在备课环节总
是精益求精，不仅深入钻研教材，精准把
握教学重点和难点，更注重对学生的研
究，充分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特点和需
求，力求每一堂课都能精准对接学生的学
习需求，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她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终于结出
了累累硕果。2004 年和 2013 年，她两次
参加教学比赛，均荣获全县一等奖。此
外，她还分别获得一次市级一等奖和一次
市级二等奖。2013年，她代表昭通市参加
云南省小学教师岗位技能竞赛，凭借出色
的表现成功闯入总决赛，在全省的教育舞
台上大放异彩，充分展示了自己卓越的教
学水平和专业能力。

除了在教学工作中取得令人瞩目的
成绩，施国䶮还十分注重团队协作，积极

发挥引领辐射作用。作为小学语文名师
工作室领衔人、联片教研片区组长以及小
学语文学科工作室主持人，她积极主动地
组织并参与集体备课、教学研讨、试卷命
制、公开课与示范课教学、专题讲座开展
等活动。在活动中，她毫无保留地将自己
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和心得体会分享给
团队成员，耐心地指导青年教师，帮助他
们快速成长。在她的引领和带动下，2023
年，施国䶮名师工作室成绩斐然，被中共
鲁甸县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考核评定为
优秀等次。

在教育教学研究方面，施国䶮同样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她积极投身于论文撰
写和课题研究工作，不断深入探索教育教
学规律，努力为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提供
坚实的理论支持。她撰写的论文《浅谈小

学语文教学中的古诗词教学》在《昭通教
育》2019 年第一期（总第 106 期）上发表，
展现了她对古诗词教学的深入思考和独
到见解。2020年 10月，她参与昭通市“十
三五”第二批立项课题《中华诗词诵读与
小 学 生 人 文 素 养 形 成 研 究（编 号 ：
201718）》。经过团队成员的不懈努力，该
课题最终成功结题。

回首 28 年的教育历程，施国䶮心中
感慨万千。她深情地表示，教育是她一生
为之奋斗的事业，她将始终坚守初心，矢
志不渝地在教育道路上砥砺前行。展望
未来，她坚定地表示，将持续努力学习，不
断提升职业素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弥
补不足，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更加坚定的
信念，为鲁甸县的教育事业发展倾尽全
力，书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盐津县举办学生才艺展示大赛。

盐津县举办中小学生诗词大赛。

施国䶮（右二）参加课堂教学竞赛评课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