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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调整中小学布局  提升教育质量

石化龙本刊记者

如果说广东省财政每年安排 3

亿余元专款支持穷孩子读书，是为

了实现教育的公平，使每一 个学龄

儿童都能读上书的话，那么，每年安

排 1 亿余元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中小

学布局调整改革试点，则是为了进

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学校

的办学规模和教育质量，使更多的

学生能接受优质教育。

“麻雀学校”林立

长期以来，广东省在 “把学校办

到家门口” 的思想指导下，形成了

“村村有小学” 的布局，个别村甚至

一村两校、一村多校。从此，孩子们

上学倒是近了，再也不用翻山越

岭，早出晚归了。但 “村村办小学”

造成农村小学布局分散 ，规模较

小，教学质量差，孩子们很难学到真

正的知识。广东省增城市学生人数

在 100 名以下的小学校有 36 所，占

全市小学数的 1 1 .7% ，200 名以下的

135 所，占 43.8% ，位于相对发达地区

的增城市小学规模如此之小，更何

况山区了。据调查，分散在肇庆市山

区的一些小学和教学点校均只有 9 5

人。
按常规，小学每班学生应在 35-

50 人之间为宜，按每班 35 人的最低

标准，每所小学的规模应不少于 2 1 0

人。如果把低于此标准的学校称为

“麻雀学校”，增城市有一 半的小学

是 “麻雀学校”。学校虽小，但课程

门类不能少，造成教师队伍总体超

编，增城市小学师生比的平均值为

1：20.1，但一些规模小的学校师生比

达 1：1 1，甚至更高，这是造成全市

教师数量较多， 但按班编制却严重

不足的主要原因；“一师多课” 也使

教师疲于应付，根本没有时间进行

教学研究，教学质量难以提高。另一

方面，虽然政府每年都在增加教育

投入，但对数量众多的学校来说，有

限的经费只能是撒 “胡椒面”。农村

许多学校都不同 程度存在用房简

陋、 用地不足 、设备紧缺等突出问

题，其中相当一部分属危房校舍，绝

大部分学校没有语音室、电脑室、实

验室，设备、器材、图书资料破旧、

紧缺。现代教育强调能力的培养，但

不借助一 定的教学设施，何以谈教

育的质量，能力培养只能是空谈。

布局调整德庆先行

1998 年以前，人口只有 3万多人

的德庆县高良镇却建有 4 所中学，除

高良中学有 600 多名学生外，其余 3

所都不足 300 人。每一所学校都存在

办学规模小、条件差、质量不高的问

题，都要投入资金进行改造。按照原

来撒胡椒面的做法，几十万对 1 所学

校来说往往并不解渴，但假如 4 所调

为 1 所，把资金集中起来重点投入，

就能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的效

益，把学校办出规模效益来。按此思

路，1 9 9 8 年德庆县选择了高良镇作

为试点，对农村中小学布局进行调

整，足足花了 4 年时间，才把 4 所中

学并为 1 所。合并后的高良中学在校

生增至 33 个班 1700 多人，教师 112

人。为适应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

2001 年镇政府投入 70 多万元新建了

一幢四层 16 室的教学楼；投入 35 万

元初步完成了运动场征地和农户搬

迁；投入 20 余万元铲平校园里的小

山丘平整运动场，新建了公共厕

所；2002 年又投入 120 万元新建学生

宿舍楼，基本解决了学生的住宿问

题；2003 年又引进资金 10 多万元，

相继修建了运动场、篮球场等校园

基础设施。对 1 所学校如此大的投

入，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而通过

中小学布局调整，德庆县做到了。同

时，充分利用原有的教育资源，把原

来 3 所村联办独立初中的校舍置换

为镇的片中心小学，将临近 1 6 所村

办完小的五、六年级全部撤并到片

中心小学，加强了小学基础教育。
布局调整后，政府投入加大，学

校管理加强，大大提高了学校的综

合实力和教育质量。20 0 0 年高良中

学有 1 2 名学生升县重点中学，全县

排名第九。2001 年布局调整后，升县

重点中学的人数增加到 25 人，全县

排名第五。许多家长专程跑到学校

了解教学情况后，纷纷把孩子送到

高良中学就读，原来对学校布局调

整存在偏见的家长也理解了。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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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学校布局调整的成功，产生了强

烈的示范带动效应。各乡镇领导和

群众个个热情高涨，镇、村干部都明

确表态，凡是试点示范学校征用土

地，一律给予满足。有的村并不富

裕，但在村干部带头捐资的号 召

下，村民纷纷解囊为试点示范学校

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德庆县“办好试点，示范带动”

的布局调整思路和取得的成效引起

了省财政厅、教育厅的高度重视。

20 0 1 年以来，广东省在地级市肇庆

以及增城、兴宁、四会、徐闻等 6 县

（ 市 ）开展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试

点。2001- 2002 年省财政共安排 2

34 亿元专项资金予以支持，之后“结

束试点，全省推开”，2003- 2004 两

年共安排 10 亿元，重点支持 16 个特

困县和中小学布局调整试点县，适

当补助其它县（ 市 ）。为了防止出现

新的教育负债，根据新建扩建学校

的规模和资金需要，省财政对调整

学校中学每所补助 120 万元，小学每

所补助 80 万元，并要求各地严格按

照标准集中投入，投入 1 所完成 1

所，确保效益。

肇庆市乡镇中心小学和骨干初

中按市一 级学校以上的标准建设，

其他初中、小学按县一 级学校以上

标准建设成规范化学校。初中办学

规模平原地区 900 人以上、山区 600

人以上；小学平原地区 500 人以上，

山区 300 人以上。学校占地小学 30 亩

以上、中学 7 0 亩以上，常规教学仪

器按国家一类标准配齐，每所学校

都建有 2 0 0 米以上标准的环型运动

场。布局方面，每个乡镇原则上只保

留中心小学 1 所，人口超过 4 万可办

第二中心校，人口较少的乡镇，小学

与初中可办成九年一贯制学校。条

件允许的村小高年级学生尽量集中

到中心小学或片完小就读，一 些交

通不便的地方保留初级小学，挂靠

相距最近的完小管理。在考虑群众

经济承受能力条件下，举办小学高

年级寄宿制学校。初中，原则上一个

乡镇只办 1 所，人口超过 4 万人以上

的地方可增办 1 所，人口较少的地方

由县统筹布点，也可举办九年一 贯

制学校。到目前为止，全市已有 30%

的学校得到或正在扩建改造。

兴宁市在试点中注重解决群众

最关心的突出问题，将调整学校布

局与改造危房校舍和薄弱学校结合

起来，与解决中小学生入学难结合

起来，共拆除了 5 0 多所危房校舍，

相应扩建了 40 多所学校。原来的师

范附一 小属办学条件较差、占地面

积小、有相当部分危房的学校，且周

围是新开发区，新进城居住的居民

较多，学生大班额现象非常严重。为

此，兴宁市投资 30 00 多万元新建了

一 所高标准的实验学校，满足了辖

区内适龄儿童入学的需要。还投资

5 0 0 0 多万元，新办了市一小和沐彬

中学，解决了城内中小学生的入学

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称赞。

调整效益初现

规范化学校建成后，有家长担

心子女上学会比原来就读的学校路

途遥远，使孩子上学、放学花费的时

间较长，同时也不安全。据记者了

解，布局调整中已经充分考虑到这

一问题，新建成的规范化学校的服

务半径在 2.5 公里以内，基本上学生

步行上学及放学不会有太大问题。
另外，教育部门遵循先建好、再撤并

的原则，建好规范化学校后，并不是

马上就撤并原有的不合格学校，而

是先做通当地群众的思想工作，等

家长把孩子们送进新学校就读后再

撤并，一些比较偏远、交通不便的地

方，将继续保留初级小学或教学

点。兴宁市罗浮镇撤并司马第小学

后，有 30 多名学生需要经过一段 500

米长低矮而狭窄的小河堤，河堤年

久失修，尤其是下雨天，河水经常溢

出路面，严重威胁着学生的安全。政

府和教育部门及时组织群众抢修，

使当地群众愉快地接受了撤并学校

的决定。德庆县九市镇为了使学校

撤并后偏远学生上学安全方便，专

门修通一条长 3 公里的上学路段，彻

底消除了家长的顾虑。目前，调整后

的中学和中心小学都设有学生宿舍

和食堂，并有专人负责管理，使偏远

山区学生能在校寄宿，群众普遍感

到满意。

撤并后的学校办学规模扩大，

教育资源更加集中，实现了资源优

化共享，校容校貌焕然一新。班级之

间，师、生之间形成了友好竞争的局

面，加上学校管理、师资力量相对增

强，促进了教育质量的提高，减少了

学生流失。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条件

都上一 个档次，拉近了与城市教育

的差距。通过撤并重组，优化组合，

高良镇初步构建了一个新的中小学

布局模式，实现了全县中学及镇、片

中心小学教育信息网，全县中学和

小学五年级以上普及了计算机教

育，县城小学三年级以上和各镇小

学四年级以上普及了英语教育。学

生素质得到了全面发展，教育质量

稳步提高，高考连续 6 年创新高，增

幅名列肇庆市各县区前列。
布局调整节省了教育经费，实

现了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兴宁市

这几年共撤并 144 所中小学，减少了

至少 400 名教师，按目前平均工资每

月 1 013 元计算，每年可节省人员工

资近 500 万元；按目前月公用经费小

学 500元、中学 2000 元计算，每年可

节省公用经费近 100 万元。因集中办

学，不再年年向农民集资建校费，彻

底告别了农村干部经常上门催收建

校费的历史，农民负担大大减轻，干

群关系大为改观。此外，对撤并后的

闲置资源和校舍，各地普遍用来举

办幼儿园 和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推动了学前教育和农村成人教

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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