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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妈妈”关爱贫困学生

爱心人士情系莘莘学子

课本剧表演登上舞台

充满活力的特色强校

企业为高考学生发放保健药品

核心价值观走进课堂

本报记者 陈琰炜 特约记者 杨文甫 封 德 通讯员 王荣丽 黄彦林

西峡美，惹人醉，不思归。如今又

以基础教育连续16年大幅攀升再度引
起世人瞩目：2018年高考，西峡本科以
上过线人数达3283人，其中一本过线
1442人，教育质量十六年稳步提升。

在这里，乡村学校与城区学校媲

美，山区教育与县城教育并进，城乡孩

子共同沐浴优质教育的阳光。

在这里，“党政重教、全民兴教、社

会助教、教师乐教”，“最美乡村教师”、

“感动中原教育人物”、“尊师重教模范

集体（个人）”成为最美教育“群塑”。

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全省职业教育强县、全省教育工作先

进县……西峡已连续六年受到南阳市

政府记功嘉奖，“西峡教育”已成为中

原大地一张靓丽的名片。

盛夏时节，记者深入西峡城乡，去

踏访追寻西峡教育的“蝶变”历程，用心

灵感悟“教育是最大的民生”。

家住西峡县丹水镇朝阳村的骞宝珠，是西

峡一高高二（1627）班学生。5年前，骞宝珠的
父亲因肝癌去世，家中有一个智障的母亲，还

有一个3岁的弟弟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妹妹。县
妇联和教体局为她联系爱心企业，做她的“代

理妈妈”，为其解决了后顾之忧。品学兼优、自

强自立的骞宝珠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少先队

员”、“河南省美德少年”、“河南省好少年”、“南

阳市优秀春蕾”等殊荣。

骞宝珠能够顺利成长，得益于该县持续16
年开展的救助贫困学生“代理妈妈”活动。从

县领导到企业家、到党员干部、到普通百姓,来
自各行各业的“代理妈妈”们已经代理2570名
孩子，已有273名学生考入高等院校，480名走
上了工作岗位。

完善帮困助学体系。实施教育脱贫攻坚

工程，全面落实教育扶贫政策，保障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享受资助全覆盖，保障适龄儿童

都能享受良好的教育机会。建立留守儿童关

爱机制，通过扎实开展“希望工程”、“代理妈

妈”、“春蕾计划”、“金秋助学”等关爱活动，关

心扶持特殊儿童，妥善解决随迁子女入学问

题，着力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工作

网络，确保孩子健康成长，保障三类残疾少年

儿童，入学率达到98%以上，形成了全社会整
体联动的助学体系，为贫困学生撑起“爱的晴

空”。

筚路蓝缕先天下，群芳竞艳伏牛春。多年

来的探索实践，西峡教育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秉承优质教育资源禀赋，吹响了向“教育

强县”奋进的号角，集全县之力、聚全民之智办

人民满意的教育，以教育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

发展。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千秋基业，育人为

先。

近年来，该县牢固树立“抓教育就是拔穷

根、抓民生；抓教育就是抓发展、抓未来”的理

念，把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最好的品牌、最优

的资源，注重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

业教育相贯通，把整个教育作为一个科学体系、

人文体系、人才体系培育。每年的全县教育慰

问和教育表彰，都是县委书记、县长部署倡导，

在一线当服务员。特别是西峡县委明确提出必

须大力弘扬“高尚高远、至真至纯、博学博爱、专

注专业”的师德师风，极大地激励了广大教育工

作者。

西峡这个人口只有46万、财政并不宽裕

的山区县城，已连续五年把教育纳入全县

“七件大事”，连续五年把农村中小学校提质

改造列入“十大民生工程”，定期召开县委常

委会议，书记、县长办公会和政府常务会议

专题研究教育工作，已成为不成文的惯例。

该县要求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要一月一碰

头、两月一汇总，定期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分

析研判，解决教育工作遇到的具体问题，切

实把教育工作抓在手上、落在点上、盯到事

上，决不能停留在清单上。5年来，相继出台
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教育发展的意见》、《关

于推进全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西

峡县义务教育布局调整及薄弱学校建设的意

见》、《关于印发西峡县城区学校发展规划的

通知》等20多个配套文件，描绘出“教育强
县”扬帆起航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农村抓规范，城区抓扩容，城乡教育均

衡发展。该县以巩固提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

创建成果为契机，统筹解决布局规划、学校

用地、建设资金等问题，相继实施了全县中

小学校布局调整、薄弱学校改造等“十大工

程”。为优化城乡教育布局，缓解城区学校

“大班额”压力，该县启动“城区学校扩容提

质工程”，实施了一高扩建和莲花小学、五里

桥小学搬迁工程，启动了新建城区三中、城

区五小，迁建三高、职专和特殊教育学校等

工程，加快城区学校提质扩容，有效缓解城

区入学压力。

走进西峡县城乡中小学校，幽雅的校园环

境、焕然一新的校舍、标准的运动场……每一

所学校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城乡、惠及

全县人民”不仅是一句口号，而且落实在西

峡决策者们的实际行动上。该县把教育工作

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出台了“三个

优先”（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年度经费预

算时，教育优先；部署和督查工作时，教育

优先；评先表彰时，教育和教师优先）、“三

个强化”（强化政府责任、强化政策保障、强

化经费保障）等一系列重教兴教政策，明确

提出了教育工作要“优先发展，提高质量，

实现均衡”的战略定位。

项目带动抓建设。坚持在城镇建设中，

优先公共资源配置，努力满足教育需求，千

方百计加大教育投入。近年来，全县累计投

入资金8.23亿元，大力实施义务教育标准化
学校建设、校舍维修改造、薄弱学校改造、

农村初中改造、数字校园建设和城区学校改

扩建等教育民生工程。新征土地486亩，新
建校舍25.32万平方米，加固维修校舍8.56万
平方米，新增运动场地19.5万平方米，基础
设施的极大改善，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设施配优强基础。采取财政支持、乡镇筹

资等方式，多方筹措资金9800多万元，实施数
字校园建设工程，高质量、高标准配备初级中

学、中心小学理化生实验室、图书室和电子钢

琴音乐室等特色科室，配齐教学器材和仪器设

备。推进教育信息化工程建设，装备多媒体教

室1600多个。
美化亮化创特色。实施学校绿化、净

化、美化、亮化工程，新增校园绿地面积3.2
万多平方米，栽植各类风景树4.8万余棵，新
建文化长廊和文化墙230多处。坚持育人为
本，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突出人文主题，凸

显地方特色，充分发挥育人功能，让校园洋

溢着浓郁的文化氛围。

激情的辩论，深邃的思考，独特的质疑，不

时响起的热烈掌声……西峡的“三疑三探”课

堂，简直是一幕生动的情景短剧。

就是这样的课堂，让西峡县在新课程改革

实施的短短几年里，抢占了教学改革的制高

点，他们创造发明的“三疑三探”教学模式打破

了传统课堂的框框，被业内专家称之为“课堂

教学的革命”，引起国内外近百家新闻媒体的

关注。

如何突破传统的教育思维模式，让学生从

“被思考”、“被体验”、“被表达”的桎梏中解脱

出来，从而带动教学理念和学习方式的全面创

新，是当今教育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记者走

进西峡一高高二（1605）班，发现“小老师”王紫
嫣同学正带着同学学习《人和》。一节本会枯

燥的文言文课，在“小老师”和同学们的疑探之

间，时而有了严谨的设问求解，时而有了会心

的笑声，真知闪现。而语文老师徐洪梅倒是轻

松地站在一旁，或欣赏不语，或及时点拨“小老

师”和学生们难以确认的知识点。

在“三疑三探”的教学中，教师“教”的行为

是“三讲三不讲”。“三讲”：即讲学生自学和讨

论后还不理解的问题，讲知识缺陷和易混易错

的问题，讲学生质疑后其他学生仍解决不了的

问题。“三不讲”：即学生会的不讲，学生不探究

不讲，学生讲之前不讲。学生“学”的行为是

“八会两都”，即会提问、会自学、会展示、会倾

听、会评价、会质疑、会讨论、会总结和都参与、

都成功。

如今，在西峡县的城乡中小学校，每天都

有全国各地的观摩团前来“取经寻宝”，仅西峡

一高、五里桥初中、城区一小等“窗口学校”每

年接待来自北京、上海、新疆、内蒙古等地的同

行就在2万人以上。
“三疑三探”教学模式也由此荣获河南省

科技进步三等奖，被称为中原教育名片。

“三疑三探”教学法小切口的科学教改方

案，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广大教师扎实的

实践和完善，使西峡教育发生了令业界高度关

注的变化。以西峡一高为例，2010年开始全面
实施“疑探教学”，教学质量稳步提升。资料显

示：该校一本上线人数从2010年的370人上升
到了2018年的1391人。如今，不论全市小学
抽测或是初、高中质量评估，西峡都名列南阳

市前茅。

“三疑三探”，从2004年探索实践，到今年
已经14年。这一当初影响较大的“西峡经验”，
不仅成为代表河南教改成果的名片，而且走向

了全国，成为真正追求课堂教学质量者的课改

样本。天津教科院教授王敏勤在深入西峡县中

小学课堂实地调研后，这样评价：“三疑三探”教

学模式以目标明确、便于操作又立意高远的丰

富内涵和灵动、大气、深邃的创新特质，科学地

阐释了新课程的价值、智慧和魅力，这样的小课

堂与社会的大课堂相互融合、紧密接轨，为全国

基础教育课程的创新与改革提供了一个成功范

例。

“如果学校需要，如果孩子需要，我会留在

这儿继续干，直到干不动为止。”感动中原2017
年度人物提名奖获得者、河南省最美乡村教

师、河南省十佳师德标兵、西峡县丁河镇古峪

小学校长陈俊德面对荣誉，下定了为山区教育

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为了山区的孩子们有

学上，今年59岁的陈俊德在大山深处坚守了
41年，一位教师、4名学生，他被乡亲们称为“保
姆老师”。

陈俊德是该县强力实施“三名工程”（名

校、名校长、名教师）涌现出来的模范代表。

近年来，该县坚持把师德建设放在队伍建设

的首位，通过思想引导、制度规范、事业感召

等多种形式，激发和培养教师强烈的事业心

和责任感，一大批师德楷模和教书育人典范

脱颖而出。目前，该县有特级教师11名，市级
名师9名，市级学科带头人136名，市级骨干
教师 691名，成为教育教学的中坚力量。同

时，一大批名优校长脱颖而出，在全县乃至全

市教育教学工作中起到了示范引领和模范带

头作用。

扎根教学一线的5000多名教职员工是西
峡教育宝贵的资源和财富。在西峡县，教师是

令人羡慕的职业，教学是一种幸福的职业，他

们的幸福写在因教书育人而自豪的笑脸上。

该县在人员编制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建立了教

师补充录用长效机制和校长教师轮岗制度，采

取“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的方法，给毕业

班师生“充电”，到郑州、南阳等地参加复习教

学研讨会，学习领悟前沿的教学信息和高考信

息；5年来，从华中师大、陕西师大、东北师大、
西南师大等高校为高中教育引进本科毕业生

和硕士研究生268名。按照“凡进必考”的原
则，5年来为农村中小学校和幼儿园选招教师
720名，积极争取省“特岗计划”430名，新补充
教师1418名。为促使青年教师尽快成为骨干，

学校要求毕业不满3年的教师与一位老教师结
对子，实行成绩捆绑制，带动并促使青年教师

“一年合格，3年成为骨干，5年出教学经验。”
“我们通过特岗教师、公开选聘、城镇学校

领导到乡村学校支教等措施充实乡村教师力

量，不断优化乡村教师年龄结构、知识结构、能

力结构。”西峡县教体局局长董联军介绍。该

县出台了《关于城镇教师对口支教的实施意

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城区及城郊乡镇教师

轮流到农村薄弱学校支教，形成了城乡学校办

学理念共享、学校文化共建、教育资源共用、学

校管理共融、教育质量共进的学校发展“共同

体”管理新模式。落实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

策，引导和激励基层教师扎根深山、无私奉献，

每年教师节期间受到省市县政府表彰的优秀

教师达300多名。5年来，县委、县政府设立专
项资金，奖励高考先进单位和名优教师的资金

超过2000多万元。

全民重教“代理妈妈”让寒门学子温馨圆梦

人才强教“三名工程”熔铸高端教育团队

创新为力“三疑三探”演绎课堂教学革命

教育至上“三个优先”凝聚党政重教合力

理念引领“三大体系”顶层设计县域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