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墨擦亮“优学在即”惠民品牌
即墨区努力办好群众家门口每所学校 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2023年，即墨区聚焦打造“优学在即”
惠民品牌，以“强基础提能力优环境促发
展”专项行动为统领，围绕全国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区和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
创建“两大任务”，聚力实施学校建设扩
容、教师梯队发展、教育质量提升“三项行
动”，完善城乡均衡、全域优质的教育服务
体系。教师节前夕，早报记者专访了青岛
市即墨区教育和体育局局长李德军。

启用60处中小学、幼儿园

李德军介绍，一年来，即墨区围绕打
造“优学在即”惠民品牌，全面落实《青岛
市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倍增三年行动计
划》和《即 墨 区 教 育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1-2023）》，聚力补短板、增供给、促
均衡、扩优质，努力办好群众家门口每所
学校，在完善教育服务体系上取得新进
展、新成果。

2021年至2022年，共建成启用60处
中小学、幼儿园，今年还将启用蓝谷实验
学校、实验三小惠欣路分校等11处中小
学、幼儿园，提供学位4.5万余个。从区
位上看是全面开花，像城区东部有二十
八中东部分校和德馨小学东部分校，城
区西部有书香小学、岘山中学等4所学
校，城区北部有北安新安小学、龙泉启新
小学等4所学校，教育布局更加优化。另
外，职教园区、龙山新高中、即墨一中改
扩建等一批大项目正按计划推进。可以
说，学校建设的力度、数量、规模创历史
纪录，学校办学条件得到全面改善。

学前教育实现更大普及普惠。2021
年以来，投入6.5亿元，新启用22处公办
园，提供公办学位9000余个；将34处民
办园划转为公办园，提供公办学位7600
余个，公办园在园幼儿占比由27%提升
到54.95%。投入4600余万元，认定普惠
性民办园 160 处，学前教育普惠率达到
97.78%。成立游戏活动专项研究共同
体，实施局属园“七个一”和“镇域一体
化”联盟管理，203处幼儿园通过省一类
园验收，优质园占比达76.32%。

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近三年，引进双一流高校毕业生、公
费师范生及公开招聘教师1100余名，教

师总量不断扩充，其中70%的新教师充
实到农村学校，优化农村师资队伍结
构。创新实施农村新岗教师到局属学校
顶岗和城区教师下乡支教政策，累计
1200余名教师参与双向交流，同步提升
新教师和农村教师教育教学水平。完善

《即墨名师评选培养管理办法》《即墨区
名校长“领航工程”实施办法》，成立7个
名校长工作室、31 个名师工作室，评选
即墨名师培养工程人选77名，即墨名校
长“领航工程”培养人选16人，人员覆盖
城乡学校，教师梯队建设进一步优化。

深化集团化办学、协作体教研，加强
对薄弱学校教研帮扶，依托11个教育集团
和12个协作体联盟，以校际合作、区域联
动、优势互补为行动策略，发挥局属优质

学校的资源优势和品牌效应，搭建“大校本、
大集备”教研平台，从师资、教研、教学成果
等方面，进行全面共享，相互补充，相互促
进，辐射带动农村80余所薄弱学校教学质量
提升。推进实施教育强镇筑基行动，在3处
试点开展区域内、试点镇间学科集备和教
研，有效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工作经验被省
教育厅作为典型案例推广。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针对即墨区未来的发展目标和计划，
李德军介绍，在推进《基础教育优质资源倍
增三年行动计划》的过程中，化“阻点”为

“支点”，变“短板”为“跳板”，推动教育高质
量发展。

重点推进龙山、龙泉两处新高中建设，
学校交付启用后，研究高中城区化办学，着
力打造成优质的特色高中，力争在艺体生培
养、多元化办学方面实现新突破，全面打造
高中教育新格局，为青岛高考作出新贡献。
另外，我们将坚持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两
条腿”走路，职教园区明年全部建成启用后，
将整合全区4所公办中职学校，合并优化专
业设置，加速推进职业教育规模集约发展。

成立“两县”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建立
由教育、编办、发改、财政等部门及镇街共
同参与的工作专班，着力解决大校额、专用
教室不足、教师队伍保障等突出问题。区
政府已召开“两县”创建专题会，“一校一
策”管理整改，逐校逐项销号解决，争取尽
早完成创建任务。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
记者 康晓欢 通讯员 王斐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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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情育人27年“星星娃”的点灯人
平度市特教中心教师陈海燕获2023年度山东省教书育人楷模 27年育人之路甘为特教娃“点灯”
从1996年登上讲台，陈海燕老师已

在教育路上走过27年。27年来，她是学
生成长路上的执灯者，是特教路上“星星
娃”的点灯人，是数次奔赴乡村的志愿
者，是笔耕不辍的记录者，是忠于教育实
践的研究者。今年8月，平度市特教中
心教师陈海燕荣获2023年度山东省教
书育人楷模。近日，记者来到学校，在这
里记者看到了一位虽已年至半百，但却
依然纯粹、热烈地在育人之路上奔跑的

“点灯人”。

多次支教 把大爱洒满山野

第一眼看到陈海燕老师，言谈举止
温润如玉，谈及27年来的育人之路，渐
渐开始深情涌动。回到最初的起点，陈
海燕的青春梦想里一直有诗和远方。但
她的诗和远方无关享乐，而是心系贫苦
地区的孩子们。

2002年9月，28岁的陈海燕被平度
教体局选送到贵州省铜仁地区松桃苗族
自治县三完小支教。许多去过那里工作
的人都说，20年前的松桃比起当年的平
度要迟滞30年，这话不是凭空而来。许
多孩子和老人租住一间屋子，有的房子
甚至除了屋顶墙壁全是用玉米秸扎的，
留守、辍学的孩子之多可想而知。2004
年，陈老师收到贵州省铜仁地区教育局
发出的邀请，希望她再次参与帮扶工
作。次年，平度教体局让她带队，和另外
三位老师一起奔赴贵州松桃。她拒绝了
局领导让其留在教育局编辑教育杂志的

工作，主动要求下到基层学校，一边教
学，一边积极投入到当地“普及两基”的
工作中去，不管白天工作有多繁重，晚上
都会参加当地的夜校，为老乡们扫盲。
她还邀请自己的教授、山东省课改小组
成员前往，在铜仁地区免费作多场专题
报告，并捐赠书籍 2000 余册，为松桃教
育再贡献力量。

2009年，青岛市发起本地偏远学校
支教的号召，那个时候的她已是中层干
部，但她柔软的内心再次倾向了乡村孩
子，她去找校长请缨：“我先报个名，如果
没有人去，我就去。”就这样，在马戈庄小
学支教的一年里，她担任一年级的班主
任兼语文等学科教学，不仅教孩子们“学
规矩、学做人”，所带班在同级部每次考

试成绩也都名列前茅。

情透纸背 为星星娃“点灯”

陈海燕不仅业务能力过硬，对教育
赋予真诚和纯粹。同时，她也是一位用
笔记录教育的创作者，一位优秀的作
家。作为中国诗歌协会会员、山东省作
家协会会员，她把文学上的才华和对教
育的热爱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把满腔深
情化为滴滴甘露。

2018年6月，一次放学偶遇，陈海燕
听到学校一位已经升入初中的学生和父
亲的对话，引起深思。于是，她向教体局
递交了调动申请，要到特殊教育学校去，
给这些特别的孩子们写一本书。步入了
特殊教育学校后，虽然少了学习成绩上的
压力，但却多了对生活和生命的思考。“来
到这里，我的人生变得更加纯粹、简单，人
也被这些孩子净化了许多。”陈海燕依稀
记得当初踏入特殊教育学校时的不适应，

“有点恐惧，害怕紧张，不知道是否能教导
好这里的孩子。”她回忆，刚来学校时，她
看到一些孩子在被送到学校门口时无法
离开父母，控制不了情绪，歇斯底里甚至
弄伤老师，心里五味杂陈。后来，在学校
领导和老师们的帮助下，陈海燕加强对特
教生的了解，才知道那些看起来像“打”

“挠”的举动，其实是他们表达亲近的方
式，心里也对这些特殊的孩子产生了发自
内心的关爱。

“只有从心底接受这些特别的孩子，
才能真正为他们赋予爱和教育。”陈海燕

用700多个夜晚，把特殊教育的种种经验记
录着、思索着、反省着，也感动着。伴随着夜
晚清晰的键盘敲打声，她一次次为孩子们模
糊双眼。2020年5月，陈海燕老师出版了这
本70万字的刊物《和你在一起》，也是特殊教
育学校的第一部纪实著作。陈海燕决定把
班里一位患有孤独症的学生作品作为书的
封面。“星星的孩子都有属于他们的天空，这
幅画虽然看不出什么，但在他们的世界里，
却有无法言说的美。”陈海燕用温情的笔，
记录下了她与孩子们相处的点点滴滴。

育人之路 只问初心无问西东

“燕子老师好！”爱的传递是相互的，在
特教学校里，像陈海燕一样的每一位教师，
都能叫出每一位孩子的名字。同样，备受温
暖的学生，也会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老师的
爱，他们见到陈海燕会热情地打招呼。

陈海燕认为，爱家人是本能，爱陌生人
则是能力，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对特殊教
育孩子的爱，也应当成为一种社会责任。
采访过程中，当记者问起对孩子们的希冀
时，她笑了：“继续做一个老师应有的本分，
如果有机会，为有绘画天赋的孩子们办一
个画展。”只问初心，无问西东。这就是教
育，这就是热爱教育的陈海燕老师，她是平
度成千上万最美教师中的一员，她的美，美
在淡泊，美在纯粹，美在对教育事业的执着
和热忱。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钟尚蕾 实习记者 龚腾峰 于鹏程

献身特教事业的陈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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