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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振兴关键靠人才，基石在教育。近年来，丽水始终坚持“让每一个丽水孩子都能享受优质的基础教育，让更多
的孩子有机会享受优质的高等教育”，从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调整教育布局、建设高质量师资队伍、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等多个方面着手，不
断发挥教育服务发展、振兴乡村的重要作用，不断提升城乡群众在教育领域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数字最有说服力——“十三五”期间，丽水市9个县（市、区）全部创成省教育基本现代化县，与全省同步实现教育基本现代化；景宁畲
族自治县在全省首批通过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省级评估，2020年，学前三年入园率达98.55%，15年教育普及率达98.77%，初中毕业生升入
高中段比例达98.64%，高中段教育毛入学率达98.3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2.1%。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是‘十四五’时期的重点工作之一。接下来，全市教育系统将以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建设高质量教育为己任，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促进教育公平、推动优质均衡、打造高质量教育体系，高度重视农村教育事业，全面巩固教
育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建立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高质量教育发展机制，满足丽水社会发展需求、创新需求和人才需求，以高质量教育发
展为丽水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市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王平表示。

文/沈隽 周如青 谷俊豪

在缙云县团结小学的农耕
文化馆里，传统农具、农耕文化
两大展示区收藏了纺车、稻桶、
风车等传统农耕用具 100余件，
加上数字展板、多媒体显示屏，
构成了一幅多维度立体式的农
耕文化图；在遂昌县云峰中心学
校的绿地内，篆刻着在校少数民
族学生民族名称的石材分布摆
放，“团结园”“团结墙”……民族
文化元素融入校园环境建设，让
校内的民族文化氛围更加浓厚
……在处州大地的山乡里，和美
丽乡村建设共同成长而矗立起
的一所所美丽学校，是多年来丽
水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的生动展现。

近年来，丽水不断优化教育
资源布局，以教育现代化标准谋
划教育项目，结合“一带三区”战
略、中心城区百万人口城市规
划，制定了丽水市中心城区教育
资源统筹配置和品牌化运作实
施意见，谋划了中心城区和其他
县市教育项目“双百亿”工程等。

“十三五”期间，全市教育投
入达到 476.74亿元，比“十二五”
增长 76.6%；其中 2020年全市教
育投入 115.11亿元，比上年增长
6.92%；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地方
生产总值的比例已连续 6 年达
到 5%以上，2020 年达到 6.46%;

“十三五”期间，全市实施教育项
目 296个，完成投资 98.42亿元，
比“十二五”增长 48.52%，新增
学位 61505个。“真金白银”的投
入，带来教育资源供给的持续扩
大，有效满足了城乡百姓“有学
上、上好学”需求。

乡村振兴，必然要走城乡融
合发展的路子，城市教育与乡村
教育也要协调发展、融合发展、
共同发展。

为进一步促进城乡之间教
育资源均衡分布，丽水积极推进
集团化办学，加快乡村学校规范
化发展。通过“1+N”的方式组
建教育集团、城乡教育共同体和
教育联盟，以城区优质学校带动
新办学校、农村学校、薄弱学校，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目
前全市已组建幼儿园教育集团
49 个，学前教育集团覆盖面达
到 58.45%，组建小学教育集团

67 个，小学教育集团覆盖面达到
88.37%，组建初中教育集团 26个，
初中教育集团覆盖面达到 70.16%。

在深入推进城乡教育均衡的
过程中，“互联网+”为丽水教育高
质量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近年
来，丽水全面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教育信息化水平全
面提升。其中，“互联网+义务教
育”，成为近年来丽水义务教育学
校提高教学质量、缩小与城区学
校、发达地区学校办学质量差距的
重要手段。

去年，丽水被列入省首批“互
联网+义务教育”实验区。目前“互
联网+义务教育”结对帮扶学校达
到 205所，实现了农村学校的全覆
盖。优质的教学资源通过互联网
实现有序流动，让乡村孩子享受和
城里孩子同等的教育，享有同等绽
放人生的机会。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和关键，教育是实现人才振兴的根
本途径和重要保障。作为乡村教
育发展的第一资源，乡村教师队伍
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对于
拥有约 1.16 万人义务教育阶段留
守儿童的丽水来说，建设高素质专
业化教师队伍，则显得尤为重要。

“为破解山区学校专业课教师
严重不足、优秀教师紧缺的问题，
2012 年我市在全省率先开展山区
小学全科教师定向培养试点，如今
已经在所有县市区全面铺开。截
至目前，全市共定向培养小学全科
教师 204人，有效填补了农村学校
招聘优秀毕业生难的问题。”市教
育局党委副书记叶伟勇介绍，同
时，不断推进高素质专业教师队伍
建设，如建立教师待遇与公务员收
入联动机制，在全省率先出台教师
月度、年度考核奖励实施办法，各
县（市、区）教师收入全面达到公务
员平均水平；全面健全“绿谷名师”
六级和“绿谷名校长”三级成长体
系，深入推进“双名”培养工程，实
行理论、实践双导师制培养模式
等。

从“贫困生助学”到“民族教育
券”“中职教育免学费”，从“爱心营
养餐”到“空调进教室”……一个个
规划，一条条措施，一句句承诺，让
丽水城乡每一个孩子享受到公平
而有质量的教育。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阳光普照，确保每个孩子受到
关爱；同教异学，确保每个孩子差异
发展；个别辅导，确保每个孩子都不
掉队。”——这是景宁在实践中提炼
出的农村小班化教育“三个确保”理
念。十多年来，随着小规模学校建设
的不断深入，景宁又将新时期小规模
学校建设从乡土味、小班味、家园味

“三味”特色向纵深推进，努力让畲乡
景宁的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
量的教育。2018年 8月，景宁这一小
班化教育研究成果荣获国家级基础
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近几年，景宁大均小学的“葫芦
丝”、标溪小学的“抖空竹”、大际小
学的“花样跳绳”、郑坑小学的“畲族
剪纸”等一批学校特色项目深刻演绎
出了“校校有特色，人人都出彩”的

“一校一品”畲乡教育新壮景。
顺应农村自然小班化趋势，着眼

打造未来乡村教育模式，推进农村小
规模学校建设，景宁探索出的农村自
然小班化特色教学模式实现了农村
学校从“小而差”到“小而精、小而
美、小而优、小而雅”的转变。

在扎实推进县域、城乡、学校之
间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过程中，
丽水紧紧抓住实施教育教学提质升
级这一核心要义。农村自然小班化
特色教学模式就是其中的缩影。

立德树人，是“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的根本。全市在创建教育现代
化的进程中，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

落实创现的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全面
而有个性发展。

近年来，我市教育系统立足学校
文化底蕴和地方特色，以学校显性文
化、课程文化、活动文化为载体，推动
各中小学校不断完善与深化“三色”
德育品牌内涵。创建至今，以浙西南
革命精神为引领的“三色”德育统筹
引领一县一品牌、一校一特色，形成
全市品牌与县域品牌、区域品牌与学
校特色纵横交织、立体融合的整体育
人格局。

“红星闪闪，放光彩”，在松阳县
枫坪小学，红色文化激涌着学生们的
爱国情怀；“招式之间，非遗活跃”，在
庆元县城东小学，学生们学习“香菇
功夫”、探寻香菇文化；“中华民族新
希望”，青田县东源小学一直以周恩
来总理题词激励学生们争做新时代
模范好少年……在“三色”调和之下，
丽水各大中小学校致力于把学生培
养成具有丽水特质的新时代好少年。

同时，丽水还积极推动地方课程
《浙江绿谷》的修编、完善。目前，全
市中小学已开发了如莲都区刘英小
学《红色之旅》、遂昌县王村口镇中心
小学《红色古镇王村口》和《红色英雄
展风采》等 12门红色教育资源课程，
且已获得省市县级精品课程；全市有
生态文明主题校本精品课程 30 余
门，蓝天保卫课程 146 门；依托当地
文化特色，各中小学共开发富有丽水
乡土特色校本课程 1000多个。

缙云中学获评全国文明校园，丽水
市实验学校获评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工作先进单位，松阳一中入选全国
首批“一校一案”落实《中小学德育工作
指南》典型案例……各个学校在德育工
作上收获了一张张捷报，组成一幅丽水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恢宏德育画卷。

一直以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学生，是丽水深入实施教育提质的
重要内容。

近年来，丽水不断完善中小学生素
质全面发展机制，搭建起“绿谷之梦·人
文”“绿谷之光·科技”“绿谷之春·艺术”

“绿谷之夏·实践”等“绿谷系列”6类学生
素质全面发展展示平台，累计制定了丽
水市中小学生运动技能、艺术特长、技术
操作达标标准 74个，中小学生运动技能、
艺 术 特 长 达 标 率 分 别 达 到 88.18% 、
87.30%，青少年总体近视率由上年的
57.08%下降到 55.71%。开展劳动教育清
单化管理，累计获评省级中小学劳动实
践基地 10个，“绿谷知行”中小学生社会
实践基地达到 313个。

此外，丽水还在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结果应用上先行先试、创新实践，绘就区
域质量监测“晴雨表”，打通教育质量监
测结果应用“最后一公里”，全面提升区
域教育质量，全面推进国家义务教育质
量监测结果在区域和学校的科学、广泛
应用，走在全国前列。2018年，莲都区入
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应用实验
区，全省唯一。该年莲都区在全国 35个
实验区综合评估中处于第一档。

深入实施教育提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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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坐落于青瓷发源地的龙泉
市小梅镇中心小学，满眼瓷韵，满园
书香，古樟发华滋，老屋添新韵。这
所龙泉哥窑古遗址边的乡村小学，建
有先进的校园网络，拥有电脑室、实
验室，还有陶艺、音乐、美术、阶梯教
室等多个专用教室，“书香瓷韵”的校
园环境浓厚，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
的龙泉青瓷传统文化特色相得益彰。

“学校构建了‘瓷娃’校本课程体
系，全校所有班级都开设了瓷艺课，
依托学校研发的《瓦窑书院》校本教
材实施教学。再加上‘陶吧拾趣’‘瓷
都神韵’‘强壮瓷工’‘瓦窑书院小导
游’等十余个社团，让更多的孩子认
识青瓷、了解青瓷、爱上青瓷。”龙泉
市小梅镇中心小学校长蒋伟明介绍。

小梅镇中心小学是丽水众多美
丽乡村学校中的一所。坐拥丽水独
一无二的资源禀赋，一所所乡村学校
深入挖掘当地特色乡村资源优势，积
极打造“一校一品”，成为丽水美丽乡
村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时值春耕季节，在缙云县新建小
学，孩子们扛着锄头在田间种下土
豆，弯着腰拔干净了杂草，还辛勤照

料着五彩斑斓的多肉、碧绿葱郁的兰
草、各种各样的茶树……近年来，该
校立足“耕读”，探索出一系列多元
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新时代劳动教育
课程和活动，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
田间。垂直劈腿，下腰，跳转360度接
下叉……在云和县第三中学体育馆
内，经常会看到“云之梦”健美操队的
孩子们放学后还在训练，动感十足的
健美操伴乐中，孩子们的动作整齐、
利落、舒展、漂亮。自成立以来，“云
之梦”健美操队在各级比赛中斩获众
多，曾获得全国健美操联赛第一名。

像新建小学、云和县第三中学这
样，处处洋溢着生机和活力的乡村学
校，在丽水并非鲜见。

近年来，丽水以创建教育现代化
为契机，坚持学校特色化、多元化、个
性化发展，努力打造“一校一品”，通
过特色校园文化建设，提升学校文化
品质，引领学生全方位发展。在特色
发展中彰显乡村学校文化和活力，让
乡村教育焕发生命力，已成为丽水城
乡教育均衡发展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教育兴则乡村兴。丽水高质量
教育为乡村振兴带来了巨大动能，职

业教育发展在这其中也发挥了强劲的推
动作用。

遂昌县职业中专不仅拥有电子商务
专业等 3个省级示范专业，还跻身成为全
国电商行指委农村电商领域组成员；龙
泉市中等职业学校与龙泉汽配行业合作
建设汽配企业学院，以汽配企业学院为
载体，推进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松阳县
职业中专开设古建筑修缮与仿建专业，
聘请当地资深古建工匠加入教学团队，
围绕木作技艺、木作雕刻等技能对学生
开展教学，为松阳“拯救老屋行动”提供
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缙云县工艺美术
学校依托缙云县文化创意协会平台，师
生积极参与旅游景区和美丽乡村的设计
与规划工作……在丽水，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时代机遇，
也成为职业教育实现内涵发展、创新育
人模式的内在要求。

让每一个城乡孩子享有公平优质的
教育，乡村振兴就会涌入源源不断的动
力。当下，丽水正吹响乡村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冲锋号”，让每一个城乡孩子感
受到公平的阳光，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
资源，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正在
希望的田野上铺展开来。

让丽水山乡焕发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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