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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年发布《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以来，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共680个县实施教育扶贫工程，不断在“精准”上下功夫，有效推动了区域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取得了显著
成效。本期继续推出“精准扶贫”专题策划，集中刊发部分区域实践经验、扶贫故事和反思文章，以飨读者。

精准扶贫的永新答卷
□□周书贤 □□通讯员 颜小明

特别策划·精准扶贫

★区域实践

今年高考，江西省永新县建档立卡
贫困学生二本以上上线人数达96名，其
中，任弼时中学的贫困生吴智海通过

“自强计划”顺利进入清华大学就读，他
所在班级4个建档立卡的贫困学生全部
上了一本，其中 3 人考入“985”重点大
学，这是永新县在教育精准扶贫答卷上
落下的鲜亮一笔。

立足扶贫先扶智。近年来，永新
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始终把教育作为
最大的民生、最长远的发展动力来抓，
将人、财、智、物精准对接最贫困群体，
提升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贫
困家庭脱贫解困的能力，彻底斩断“贫
困链条”。

扶贫，一个都不能少

5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奶奶患
有精神疾病，爷爷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
源。如果不是亲眼见到，我们很难想象
吴智海这个阳光乐观的男孩竟然来自
这样的家庭。

在永新，像吴智海这样的贫困学生
还有不少。全县有 7692 名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学生，帮扶对象人多面广。为了
不漏掉一名贫困学生，永新采取了最

“笨”也是最管用的方法——逐户走访。
“有些孩子不太愿意告诉学校自己

的家庭情况，所以一定要上门走访。”陈
胜明是任弼时中学扶贫工作小组的负

责人，他介绍说，仅今年暑假，该校针对
275个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就组织了
三次集中走访活动。

为抓好教育扶贫精准识别工作，
健全教育扶贫工作机构，永新县成立
教育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各学校成立
扶贫工作小组，层层签订责任状，落实
责任，并投入 600余名教职工对全县建
档立卡贫困户进行逐户上门走访，详
细了解贫困家庭子女在校就读情况，
真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准。据
不完全统计，仅春季学期，就组织开展
教师走访 4.6 万人次，覆盖全县所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

此外，永新县还印制了1.6万套《永
新县教育扶贫宣传手册》和《永新县建
档立卡贫困户子女资助情况明白卡》，
在走访过程中向贫困户宣传落实各项
资助政策，实现帮扶措施与贫困家庭无
缝对接。

读书，每一个贫困生都安心

“经济上压力不大，这次去北京面
试是村里第一书记送我到机场，学校领
导还给了3000元机票钱。”吴智海说，从
初中开始，自己一直受到政府和社会的
资助，对于大学学习、生活的费用，并不
担心，因为“县里仍然有助学金，还可以
申请贷款”。

近年来，永新县不断加大教育扶贫

资助范围，提高贫困学生资助金额，建
立起从学前教育到大学的贫困生资助
体系。在中央、省、市规定的资助标准
上，提高资助标准，不让一名贫困学生
因贫辍学。今年春季学期，永新县共发
放各类资助资金近 408万元，惠及建档
立卡贫困户子女5389人次。

“自主将贫困户子女生源地助学贷
款标准由每学年每人 8000 元提高到 2
万元，永新是全省第一家。”永新县教体
局局长王佐表示，仅此一项，永新县财
政每年需列支20万元左右。

除了多方筹措资金对贫困学生实
行资助全覆盖，永新县还在学校成立心
理咨询室，引导教师建立新型师生关
系，让每一位家庭贫困学生在学业和心
灵上得到关爱。

“对他们的关注可能是别的学生的
1.3倍，个别情绪低落的甚至要超过 1.5
倍。”任弼时中学教师龙秀风做了一个
数字化比较。她坦言，在做到公平的基
础上，对班里几个家庭困难的学生关心
明显要多一些。

好学校，建在百姓家门口

距离开学还有半个多月时间，三湾
学校汗江村教学点的负责人沈少文已
经开始准备新学期的教学计划了。

汗江村地处永新县三湾乡，距三湾
学校 7公里左右。2013年，为方便儿童

就近入学，该村恢复了教学点。虽然当
时只有 4 名学生，但学校配备了 3 名教
师，多媒体教室等现代化教学设施也一
应俱全。

永新县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按照
“群众有需求、生源有保障”的原则，科
学恢复农村教学点。截至目前，全县恢
复教学点17个，让321名贫困山区低龄
学生实现了就近入学。

近年来，永新县始终把农村教育作
为县、乡两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工作来
抓，纳入年度综合考核，把好的学校建
在百姓家门口，让贫困山区的孩子接受
公平、有质量的教育。

为建好农村学校，特别是贫困村学
校，永新县财政每年拿出预算总额的
19%专项用于教育投入，每年挤出 100
亩用地指标，优先确保农村校建设项
目，做到立项、投入、用地“三优先”。今
年底，永新县将实现乡镇中心幼儿园全
覆盖，完成36所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改造项目，同步实现贫困村学校标准化
和现代化远程教育。

把好教师送到家门口。在师资保
障方面，永新县一方面通过定向师范
生、特岗计划等政策加大农村教师补充
力度，一方面加大城乡教师交流，通过
增加津贴、补助交通费、评优评模优先
等手段鼓励教师轮流到村小、教学点任
教，每年全县表彰的优秀教育工作者
90%以上来自农村山区的一线教师。

拔起萝卜、淘洗干净、装袋上车……
7月4日一大早，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金
洞乡长林村玉巧合作社的蔬菜种植基地
里，10多位村民正在抢收萝卜。村党支
部书记谢正兴、村主任赵慧珍正仔细检
查核对即将送往广元城区 10所学校食
堂的 5000 余斤萝卜。“我们要赶在学校
放假前把萝卜送到学校。”赵慧珍一脸
喜悦。

这已是区教育局驻金洞乡长林村
工作队一年内第三次协助村民销售萝
卜了。区教育局帮扶长林村脱贫攻坚，
从拔起萝卜的那一刻开始，让整个村子
的贫困户都看到了希望。

下乡入户 真情凝聚民心

长林村地处金洞乡西北部，距广元
城区 63 公里，与青川县相邻，辖区 4 个
村民小组104户415人。该村因白龙湖
电站建设，有部分农田被淹，属于典型
的人多地少坡陡的高山丘陵地貌。出
门便是爬坡下坎，靠天吃饭是长期困扰
长林村发展的难题。

今年4月，利州区委、区政府在脱贫
攻坚首战告捷的基础上，号召各部门各
行业继续打好扶贫攻坚战，区教育局按
区脱贫攻坚指挥部统一部署，在原有驻
村帮扶的基础上，新增金洞乡长林村为
帮扶村，局党组决定派出一名班子成员
担任驻村工作队长，另选派一名第一书
记和两名工作队员，由 4人组成驻村工
作队，切实加强驻村帮扶力量。

“那就让我去吧！”区教育局纪检组
长刘超主动承担起这项任务。

上任第一天，刘超就带领驻村第一
书记董翰林、驻村工作队员周福益、张国
民在村干部带领下入户了解情况。在贺
守全家，他的妻子谢正兰告诉工作队队
员，前几年丈夫患脑萎缩，逐渐丧失了劳
动能力，连走路都成问题。她自己也患

有糖尿病，还动过手术，即便这样，在政
府的帮扶下，他们一家仍新建了搬迁房，
一家4口中还有两个20多岁的儿子在外
务工，希望攒钱尽快还上欠账。她自己
在家种了2亩地，因缺乏劳力，草比庄稼
长得多，日子过得很不理想。

认真听完谢正兰家的情况后，工作
队成员拿出驻村日记，将贫困户的困难
和诉求写下来，记在心上。

因地制宜 迎难发展出特色

工作队足足用了 3天时间，才摸清
全村 27个贫困户的具体情况。走访结
束后，立即组织村支两委班子和区教育
局驻村工作队召开联席会议，定制度、
定方案、定目标。

“村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缺
少劳动力，我们发展产业要考虑劳动力
现状。”赵慧珍发言说。

“我们村的土地以坡地为主，这些
坡地以沙土为主，种粮没多大效益，但
适合种萝卜、土豆、生姜、冬瓜等耐旱作
物。”有着多年经验的罗永连说。

“村里早几年就有大片土地撂荒了，
可以在撂荒土地上试种蔬菜，待成功了，
大家尝到了甜头，再做大做强……”谢正
兴讲道。

“我们村要脱贫，就要有产业发展
保障，白龙湖水源虽较远，但可以种植
高山绿色蔬菜，环保无污染，我们就从
种萝卜开始发展蔬菜产业，我们的合作
社就叫长林村玉巧种养殖合作社，发展
蔬菜产业的资金、种子等由我负责筹
划；土地整理、投工投劳由谢正兴书记
带头先行先试，一周内要同时保证按质
按量完成任务，在场的人包括我在内不
讲条件、不打摆子，有没有问题？”刘超
讲话时透着一股子力量。

半个月过后，一场小雨打湿了地
皮，刘超来到萝卜地察看情况，萝卜幼

苗长势喜人。村支两委班子及部分贫
困户刚从地里锄草出来。

村民增收得实惠，学生吃上放心
菜。两个月后，刘超带来局领导班子的
研究意见，长林村萝卜丰收后，区教育
局协调所辖学校食堂优先采购。萝卜
只是开了个头，对村民们种植的其他优
质蔬菜，无论是村集体的还是村民的，
区教育局都将帮助销售，能销全销。

三个月时间，三亩多撂荒坡地，三次
销售，1200多斤萝卜顺利售出。谢正兴
说：“仅萝卜种植一项，估计集体经济新增
1万多元，人均增收200余元。”

“真没想到，种萝卜也能卖出这么
多钱。看来区教育局的干部们说话就
是算数……我不但在村集体务工挣了
钱，种的萝卜也能搭上顺风车上广元城
里了！”贫困户刘玉贵谈起变化笑得合
不拢嘴。

点燃梦想 脱贫奔小康在望

“别小看这小小的艾叶，它可入药，
我去年晒干后卖 2元一斤，今年有合作
社带动销售，收入比去年高很多。”谢正

洲边翻动阁楼上的艾叶边往院子那边
走。原来，那边石磨上还晾晒着他家的
黄花、木耳、干豇豆。他算了一笔账：黄
花收入可达 200 元，木耳收入可达 300
元，核桃收入少说也有 500 元，还有生
姜、包包菜等，今年挣个四五千元不成
问题。

据谢正兴讲，村支两委干部和驻村
工作队员已共同向村民宣讲了教育局下
一步帮扶规划，玉巧合作社将与村民签
订购销协议，计划收购的季节性蔬菜品
种有黄瓜、番茄、萝卜、青椒、土豆、甘蓝、
冬瓜、茄子、生姜、葱等能满足学校食堂
供应的高山蔬菜，进一步增强村民致富
奔小康的积极性。

“今年长林村27户贫困户如期脱贫
已不成问题。接下来计划把四组的池
塘固基补漏，再争取项目资金，整治100
余亩产业基地，并依托国道 212线和国
家4A级风景名胜白龙湖谋划产业链发
展，促进产业升级转型，打造幸福美丽
长林村，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
收致富的梦想。”刘超在联席会议上，当
着金洞乡和村支两委干部驻村工作队、
贫困户村民，再一次作出了分工。

教育扶贫的英明与智慧之处，在于看到
并相信教育的力量。

30多年前，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从
师大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完全是教育给了我机
会和实力。30多年来，我从大学教师转到教育
行政管理岗位，再转到政协秘书长的岗位，很大
程度上依然是过去良好的教育奠定了人生的
坚实基础。正因为如此，我对教育始终充满感
激，有着特殊的感情。

许多寒门学子我一样，是从最底层“跳”
出来的。所以，我深信教育的力量，从不怀疑
执着追求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深信贫困家庭
的孩子要改变现状及命运，惟有教育是出路。

最近一段时间，参加毕节市政协主席会议
视察全市教育扶贫工作，有机会再次深入县区、
学校，与一线校长、教师和学生近距离交流，不
仅让我这个老教育人备感亲切，更让我对教育
扶贫多了体味和认识。

教育精准扶贫，基于“不让一个家庭因
学致贫返贫”“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辍
学”，而且还要通过良好教育斩断贫困代际
传递，这从根本上抓住了教育与扶贫脱贫的
关键，也在一定意义上抓住了扶贫和脱贫的
根本与长远。

视察几天下来，无论是农村幼儿园、中小
学，还是城里的学校，无论是学前教育、义务
教育，还是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我都强烈地感受到教育领域前所未有的
变化，感受到党的教育惠民政策的暖心；我不
仅看到了基层一线为脱贫攻坚所做的努力，
我更看到了毕节明天的美好和希望。

教育扶贫无疑是需要“输血”的。国家和
地方在原有各类教育资助的基础上又出台许
多新政策，诸如贫困幼儿资助、高中及以上建
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两免一助”，对贫困地
区学校、薄弱学校等实行倾斜，对农村教师给
予关爱补贴等等，这些政策犹如雪中送炭，解
决了许多贫困家庭、贫困学子的燃眉之急，也
解决了许多薄弱学校、贫困教师的难言之痛，
让每一个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

我曾经工作过的毕节一中，来自农村贫困
家庭的学生比例较大。近年来，学校充分整合
各类资源，构建起以党委、政府为主导、社会团体
及各界人士参与的多元资助体系，设立了“贵州
蚁+助学金”“毕节一中宗笙励志助学奖学金”等
项目，并吸收社会各界零散资助，使每个贫困学
生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补助。在受资助的学生
中，仅最近5年就有5000余人走进大学校门，实
现了农村娃到大学生的华丽转身。

但是，对学校尤其对学生仅有“输血”是远
远不够的，更不是目的。教育扶贫更要注重“造
血”。不让一个贫困孩子因贫失学辍学，不仅仅
是要帮助他们“有学上”“能上学”，关键还在于

“上好学”“能就业”，通过上好学实现挖穷根、斩
断贫困代际传递。这其中，有一点特别值得注
意：有的孩子在国家实行教育资助政策后仍然
选择弃学，放弃宝贵的教育机会——学生因厌
学而弃学，不好简单而论，但学校和教育是需要
认真思考和研究的——如果我们的学校能让
他们多一些念想，我们的教师让他们多一些不
舍，我们的教育让他们感到新奇、有收获、有进
步，能让他们的生命内涵不断得到滋润和丰富，
并且逐步形成一生受用的“造血”功能，那又会
是怎样的一种境况？

因此，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好教育”的打
造，让每个孩子都能从中获得适合他们成长、
成才的滋润，让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轻易放
弃接受教育的机会，更懂得珍惜和感恩。

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好学校”的创办，好教
育必须建于好学校之上，好学校不仅仅是办学
硬件的“好”，更重要的是好的办学理念、好的学
校管理、好的教育质量，成为每个孩子一生的念
想。而要办一所好学校，政府、教育部门和学校
有着共同的责任。

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好校长”的培养，我
们的教育和学校诸多的问题，还是因为好校
长不够多，缺少那些有教育理想和情怀、有教
育思想和主张、有教育真情和智慧、有教育实
践和创新、有教育奉献和牺牲精神的好校长，
我们应该为更多好校长的脱颖而出营造一个
好的机制和环境。

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好教师”队伍的建设，
好教师是好学校、好教育的关键所在，好教师从
哪里来？从实践中成长而来，从职业的尊严和
获得感中来。希望每个教师都成为好教师，为
教育扶贫造血。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毕节市政协）

★扶贫故事

拔起萝卜 斩断穷根
——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教育局帮扶金洞乡长林村纪实

□□通讯员 黄正春 贺永广

★扶贫随笔

扶贫“输血”更要“造血”
□□谢祥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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