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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从城区学校“回流”乡村学校

董家口小学地处西海岸西南部乡村地区，距
董家口港的直线距离有 10 余公里。这所学校的
前身是泊里镇一所村级小学，曾面临硬件设施落
后、发展缓慢、生源流失严重的“窘境”。“学校以前
面向24个村庄招生，却只组建了12个班。”校长李
振来介绍。

变化伴随着董家口港的建设而来。为改善学
校办学条件，支持董家口港口发展，满足搬迁村庄
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需要，西海岸新区投资
8907万元，高于“省标准”对董家口小学进行了异
地迁建，并于2016年启用。“学校现在的硬件设施
不亚于很多城区学校，科技活动室、3D 打印室等
一应俱全。”李振来介绍。7年来，尤其“强镇筑基”
试点实施以来，学校办学条件、办学质量、家长满意
度稳步提升。这也吸引了更多本地孩子留在家门
口上学。本地生源稳中有增，办学规模不断扩大，
班级数量达到39个，在校生人数达到1752人。

同时，学校还吸引了部分学生“回流”，2021
年以来外校回流学生有31人，其中部分学生来自
于城区学校。学校二年级学生孙永灿就是回流学
生之一，他原本在西海岸一所城区学校就读。去
年，孙永灿的妈妈闫金云工作调整，回到了户籍所
在地，孙永灿也从城区学校转入到了这所乡村小
学。“孩子并非一定要转学，但我们打听了很多朋
友，得知董家口小学的硬件、软件都不错，才转了
过来。事实证明，这所学校确实不错。”闫金云介
绍。

董家口小学可以说是多数“强镇筑基”试点镇
学校的缩影。记者采访了解到，随着“强镇筑基”
的深入实施，多个试点乡镇的生源流失情况在改
观，部分乡镇的学生数量甚至在增加。入选首批
省级“强镇筑基”试点镇的胶州李哥庄镇与胶东国
际机场仅有一河之隔，随着临空经济不断发展，镇
域学校办学条件改善，吸引了更多外来务工人员
在此居住，适龄儿童入学数量也随之增加。2021
年以来，李哥庄镇平均每年增加300名生源，预计
今年全镇还将增加约800名学生。

硬环境改善筑牢“强镇”基本盘

“办学条件不低于城区”是“强镇筑基”试点的
基本要求。各试点镇在改善学校硬件办学条件方
面下足了功夫，乡村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而这
也筑牢了“强镇筑基”基本盘，为学校长远发展提
供了基本支撑。

在李哥庄航文小学，新建成的红墙灰瓦综合
楼很显眼。目前，综合楼正在进行紧张的内部装
修，预计今年6月份完工，秋季学期投入使用。综
合楼地上建筑面积 1.1 万余平方米，包括 16 个普
通教室、16 个功能教室，并预留了未来发展空
间。“综合楼启用后，学校地上建筑面积较原来增
加1倍多，办学条件将极大改善，学生们再也不用
挤占功能教室上课了。”李哥庄航文小学校长孙建
华介绍。在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方面，李哥庄镇的
投入可谓是大手笔。2021年以来，该镇总投资3.6
亿元用于扩建李哥庄航文小学，新建三屯小学、中
心幼儿园，提升胶州八中校舍。

新建教学楼、风雨操场，扩建餐厅，新增功能
教室，提高信息化水平，建设智慧校园……各个

“强镇筑基”试点镇根据辖区内学校办学情况，推
出了有针对性的提升措施，让校园面貌换新颜。

即墨区移风店镇是传统的农业乡镇，镇域内
学校数量多、规模小，存在教育资源分散、生源流
失严重、学校规模普遍太小等问题，该镇投资 2.6
亿元，实施移风中学、吕戈庄小学、傅家小学、石化
育才小学、移风店中心小学 5 所中小学新建改扩
建工程，有效改善了办学条件。西海岸新区教体
局积极争取财政资金2000余万元，用于试点镇学
校扩建和改造、设备更新等，改善提升泊里镇、大
村镇等学校、幼儿园办学条件。胶州市里岔镇争
取资金1500余万元，按省标原址新建张应中心幼
儿园，预计今年底投入使用，届时该镇将形成域内
东西两大学前教育阵地，引领全镇学前教育发展。

软实力提升促学校内涵发展

“强镇筑基”硬环境改善了，软实力提升也要

跟得上。西海岸新区着力配齐配足教师，实施“精
准招聘”，去年为泊里镇、大村镇等中小学、幼儿园
招聘省公费师范生8人。该区还加大了乡村教师
培训力度，从城区优质学校选派骨干教师到试点
乡镇支教，从试点乡镇学校选派教师到城区学校
挂职学习，为乡村学校培养教学骨干和管理人
才。“市教育局、区教体局选派的优秀骨干教师教
育教学经验丰富，有效激发了教师团队的活力，促
进了教师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谈及教师队伍建
设，李振来深有感触。即墨区移风店镇则通过教
师培训、外出参观学习等形式，逐步提升干部教师
专业素养，有效提高全镇教师的业务水平，该镇有
6名校、园长分别成为青岛市级、即墨区级名校长
工作室成员。

“强镇筑基”试点镇学校还搭上了集团化办学
的东风，与优质学校、城区学校“联姻”，组建教育
集团，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平度市明村镇
学校与城区优质学校结对“联姻”，充分发挥龙头
学校教学资源优势，灵活运用“名校+弱校”“名
校+潜力校”等“1+X”方式，推动核心学校与若干
所成员学校组建教育集团，实行教育理念、学校管
理、教育教研等统一管理和资源共享，定期开展联
合教研活动，互通有无、取长补短，资源共享、共同
发展。

同时，各学校充分发挥地域优势，打造了一
批地域特色鲜明的校本课程、社团。即墨区移
风店镇统一开发了“沽河文化”教育读本，各学
校、幼儿园研究开发适合自己的乡土课程，开设
了面塑、剪纸、泥塑、柳腔、武术操、葫芦画等特
色社团。胶州李哥庄镇李哥庄小学盘活社团课
程，按级部开设了胶州大秧歌课程，组建鼓号
队、手球、剪纸、黑陶等 23 个社团。莱西市姜山
镇中心中学以“润”校园文化为核心，建设了润
文化育人景观，建设完善“润”课程体系，成立
20 个社团，每周进行选课走班，满足学生多元
化发展需求。

“强镇筑基”试点镇师资队伍、教育教学水平
提升明显，校园文化、特色课程建设日益丰富，一
系列的举措提升了乡村学校软实力，也促进了乡
村学校的内涵发展、长远发展。

校园建设、配套设施等“硬环境”持续优化，校园文化、教师队伍、校本课程等“软实力”不断增强——

乡村学校正在悄然“蜕变”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世锋

“校园环境好，教室宽敞、明亮，上课都用多媒体教学，社团活动越来越丰富，感觉一点都不比城里差。”在西海岸新区
董家口小学，学生家长闫金云用“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形容家门口的这所学校，而这也是多数家长对该学校的评价。

2021年3月，省教育厅印发了《山东省教育强镇筑基行动实施方案》，此后陆续公布了3批“强镇筑基”试点镇名单，青
岛共有12个乡镇入选。两年来，青岛的“强镇筑基”试点镇改善提升办学条件、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建强教师队伍、深化办
学体制改革，让乡村学校、幼儿园焕发出了更多活力。乡村学校、幼儿园华丽蜕变，教育教学质量、社会满意度不断提升，
本地生源流失减少，部分学校生源甚至有了“回流”。

▲董家口
小学举行红色
教育活动。

◀李哥庄
航文小学鸟瞰
图。

教育是一个庞大而广博的概念，是知识
内容的传授、是生命内涵的领悟、是灵魂的启
迪，广义上的教育涵盖了影响人发展的所有
社会实践。但有时，教育也是具体的。在一
个微小的瞬间里，在一个轻柔的动作里，教育
会展露出她的样子。为了给青岛教育“画
像”，用身边的教育故事拼接起青岛教育的形
象，即日起，青岛市教育局、青岛日报社推出

“青岛教育故事”栏目，挖掘鲜活的本地教育
案例，以微小的切口、多元的视角、丰富的形
式呈现青岛教育的面貌，记录学生和家长的
感受。

在我们身边，教育的故事每天都在发
生。青岛三十七中初一学生田昊轩路遇老人
突发旧疾晕厥，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救老人于
危难；西海岸新区一位市民的五万元现金散
落满地，新区第二幼儿园中二班的周红宇踉
踉跄跄帮忙捡拾；西海岸新区红石崖小学的
学生腿部受伤，老师邢振江每天背着她上楼
下楼……为了将这些感人却微小的故事记录
下来，传播出去，“青岛教育故事”栏目策划了
五个板块，分别为：区域发展故事“育见未
来”、教育提质故事“印记”、家校共育故事“智
慧连心桥”、乡村教育故事“坚守美丽乡村”、
校园成长故事“校园传真”。

近年来，青岛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关键
期，一个个教育高地迅速崛起得到社会广泛
认可。这背后，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教师做
了大量工作，让岛城教育发展一路生花。“育

见未来”板块通过一线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
长的视角，展现在基础教育资源优质倍增过
程里的故事，用拼图式的片段呈现出新建校
高位发展、低效片区教育提质等宏观话题，让
发生在身边的故事引发情感共鸣，提升幸福
感。

高中学校特色发展、初中学校强校提质、
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等教育校地融合，宏伟
蓝图施工推进的过程中，广大教育工作者破
解困局、改革创新，留下一串串闪光的教育足
迹。“印记”板块主要体现学校教育教学提质
过程中教育团队倾心付出的故事，聚焦团队
精神，记录教师队伍间的薪火传承。

成功的教育是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合力
共同促成的。没有天生优秀的孩子，也没有天
生称职的父母，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一
定会遇到心理、性格、行为、价值观等方方面面
的问题。“智慧连心桥”板块积极搭建家校社沟
通平台，从学生、家长视角讲述成长背后的故
事，分享育人智慧，化解教育焦虑。

山东省正通过强镇筑基工作推动乡村教
育全面振兴。“坚守美丽乡村”板块关注乡村
教师、乡村学校、乡村教育，深度挖掘强镇筑
基行动中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讲述他们坚守
乡村教育的动人故事。

在日常的学校生活里，闪光的故事让教
育有声有色。“校园传真”板块关注校园中的
成长故事。这一板块鼓励学生投稿，用学生
视角讲述教育感悟。

告诉我你身边的“青岛教育故事”
青岛市教育局、青岛日报社联合发布征稿启事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赵 黎

本报讯 高考倒计时不足百日，高校招生
已开始预热。日前，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西南财经大学等知名高校来青，到青岛二中、青
岛五十八中等岛城“头部”高中颁授“优质生源
基地”，以期“锁定”更多优质生源。

3月3日，清华大学招生工作组人员到青岛
二中，授予学校“清华大学 2022 年优质生源中
学”。青岛二中成为岛城唯一获此金字招牌的
学校，而放眼全省也仅有 3 所学校获此殊荣。
据了解，优质生源中学的划定在各个高校有不
同的标准。清华大学确定优质生源中学，通常
是依据中学的高考录取情况、学校育人品质，以
及学生在进入大学后的发展等综合因素确定。
获颁“清华大学优质生源中学”的牌子，也是中
学办学实力的象征。据悉，青岛二中近三年向
清华大学输送了 20 名优秀学子。他们进入大
学后，后劲十足，表现亮眼，获得高校认可。

作为青岛的“头部”高中，青岛五十八中同
样迎来了“优质生源基地”校的集中授牌与签
约。3月4日上午，30余所国内名牌院校到青岛
五十八中进行了招生宣讲，北京师范大学、西北
工业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大连海事大学、西南
财经大学等7所院校与学校签订了优质生源基
地共建协议并授牌。此前一天，学校获颁成为
清华大学“2022年生源中学”。截至目前，青岛
五十八中已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复旦
大学等众多“双一流”高校的优质生源中学。

实际上，颁授“优质生源中学（基地）”的牌
子也是在新高考背景下，高校与高中的“双向奔
赴”。新高考志愿填报变成了“专业（组）+院
校”的模式，专业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志愿填报
数量暴增，考验着高校，也考验着家长。高校依
托优质生源基地校直接深入中学，了解高中生
需求，有针对性地宣传专业，既有效保证了高校
生源数量和质量，也可对热冷门专业进行有效
调剂，保证专业间的生源平衡，促进专业的建设
与发展。高校直面高中生，还可以帮助考生充
分了解专业内涵，指导学生科学选考。于高中
而言，获颁优质生源基地校就是对学校办学质
量、办学实力的认可，可以进一步提升高中的社
会声誉，提升高中学校在中考时的招生吸引
力。同时，高中、高校是人才培养链条上相互衔
接的重要环节，建设优质生源基地还可以进一
步打破高中、高校不同学段的壁垒，保证人才培
养的连续性，实现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
与贯通。 (王世锋)

名牌大学在青
集中“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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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东
川 路 小 学 的

“校园妈妈（爸
爸）”和孩子一
起做手工。

◀西海岸
新区红石崖小
学教师邢振江
背着学生上下
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