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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掀起全区
建国以来第一个群众集资办学
热潮，首次“改薄”解决历史遗
留“烂摊子”

改革开放之初，惠民地区经济条件差，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致使
中小学校舍年久失修，办学条件落后。当时有这样一段顺口溜——

“一两间，土坯房，办公、做饭一张床；糊纸窗，无院墙，炮弹皮，铁铃
铛，校长教师一人当……”而“黑屋子”、“土台子”就是当时教学设施
的真实写照。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惠民地区自1979年起，按照国家“一无两
有”（无危房、有教室、有课桌凳）和省“六配套”（校舍、院墙、大门、
操场、厕所、课桌凳）要求，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农村校改。各级政
府高度重视，层层发动群众，提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
孩子”的口号，广大群众慷慨解囊，捐资、集资，献工献料，“人民的
教育人民办”，掀起了全区建国以来第一个群众集资办学热潮。

至1987年，全区广大群众集资、捐资、献工、献料，共投资3.15
亿元，完成农村中小学校舍改造，消灭了“黑屋子”、“土台子”，实
现了“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课桌凳”的目标，95%
的中小学达到“六配套”标准。

1987年7月11日的《惠民大众》上，刊登了惠民地区农村中小
学校舍改造的总结：“截至6月底，全区共新建校舍52386间，改建
校舍17555间，购置木（铁）制课桌凳214570单人套……达到‘六配
套’的学校 5066 处，占学校总数的 95.1%，总投资 14403.28 万元。
群众高兴地说：‘高标准、六配套，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滨州高新区福生小学的教师韩洪升，见证了这一段历史。
1985年，师范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当时的小营镇李官联中任教。学
校的发展与变迁，在他的记忆里如同昨日、历历在目。

“1985年的李官联中，从初一到初三只有三个班，一共120多
名学生。学校有前后两排房子，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所建。前排
的土坯房是老师办公室兼宿舍，后一排的青砖瓦房用作教室。冬
天为了防寒，我们发动学生到处捡砖头，再用土和好泥，老师同学
一起动手把窗户堵上，整个教室黑咕隆咚。”韩洪升回忆说。

而随着学校改建、扩建，学校至1993年已占地五十多亩，红砖红
墙，铁栅栏“把门”，每间教室都装上了玻璃窗、电灯、电风扇和土暖
气。四百米的灰渣跑道、红砖铺地的篮球场……一切都仿佛一夜之
间改头换面，旧貌变新颜。再后来，学校实验室、语音室、微机室、音
乐室一应俱全。学校的发展，让小营镇走在了全区农村教育跨越式
发展的前列。

福生小学的“蜕变”，是惠民地区首次“改薄”的缩影。这一次
改薄，结束了农村中小学生自带课桌凳上学的历史。可以说，这
是滨州在改革开放之后，首次以如此巨大的决心和力度来完善教
学设施。就当时而言，不仅彻底改变了惠民地区办学环境，更重
要的是为普及初等教育奠定了基础，意义可谓重大。

社会进步，科技发展，教育先行。随着设施提档，给学生更优
秀、更安全的学习环境，也让滨州教育开始迈进“信息化时
代”——学生第一次见到了神秘的电脑等电教设备。至2000年，
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中小学校舍见者取得显著成效，在
广大农村出现了“最好的房子是学校”的可喜现象。

撤地设市之后，滨州教育逐步实现均衡发展，多项工作
走在前列，校园足球成全国试点，校车经验全国推广

进入 21 世纪，滨州迎来撤地
设市，也开启了滨州教育的新纪
元。市委、市政府提出，要坚定不
移地实施“科教兴滨”和“人才强
市”战略，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为宗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
动教育事业发展。

在最近的 20 年里，全市的教
育规模不断扩大，办学条件日益改
善，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原
先城乡教育之间巨大的差距，也慢
慢弥补、并向均衡发展过渡，并将
逐步实现“优质”均衡。

2007年，滨州市启动农村义务
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全部免除
农村中小学生杂费，对家庭经济贫
困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费，补助寄
宿生生活费。2007年下半年，这一
政策惠及包括城市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在内的40万名学生，同时，全
部免除了农村中小学国家课程教
科书费。滨州的这一做法走在了
全省前列，“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
障机制改革经验在全省推广。”

这意味着，已经普及了 10 年
之久的九年义务教育，终于让滨州
最后一个农村家庭不用再为学杂
费、书本费发愁。不仅有效减轻了
农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经

济负担，也打破了多年来制约普及
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瓶颈，成为继
免除农业税之后又一个德政工程
和民心工程。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我市教育工作又完成圆满一笔
——完成解决“大班额”项目 363
个、“全面改薄”71 个、“足球进校
园”67 个，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50
处；同时，我市被确定为全国青少
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而在此
前，全市230个校舍标准化项目已
全部竣工，200个放心食堂建设、30
个幼儿园新建改建、平安校车长效
机制建设等教育重点民生项目全
面完成，一切都为了让学生们能够
在更好的环境中接受教育。在大
力实施解决大班额、“全面改薄”、
校园足球场地建设三大工程的背
后，是累计超过 100 亿元的投资，
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近年来，全市共投资 1.16 亿
元，建设 200 处放心食堂，解决了
近 16 万名中小学生的就餐问题，
使数十万学生家长能够更好地服
务经济生产；

全市累计投入资金2.1亿元，打
造“校园天网”，实现了对学校重点部
位和校车运行的实时监控，大大减少

了校园安保人员数量不足的压力；
建立起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

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各学段的贫困生资助体系，累计资
助各类贫困学生 24 万余人次，发
放资助金2.42亿元；

……
不遗余力地推动教育均衡发

展，其实质是推进实现教育公平。
几十年来，滨州的诸多教育工程，
让更多孩子享有更加公平的教育
资源。

2000年，校车在我市还是一片
空白。从 2002 年开始，邹平县在
全省率先开通了校车。经过十几
年的发展，到 2015 年 7 月，全市共
运行校车 846 辆，服务学生 6.7 万
名，基本实现了城乡全覆盖。我市
校车管理经验得到了时任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
两次批示，要求在全国推广。滨州
平安校车从“无”到“优”，创出全国
名牌。

2015年，滨州校园足球成为一
道亮点。当年，我市被列入全省7
个“足球试点城市”之一，16所中小
学入选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2017年，滨州市被列为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改革试验区，累计

投入10亿元实施校园足球场地建
设工程。两年来，我市新建、改建
塑胶运动场项目267个，实现了乡
镇中心中学、中心小学以及乡镇边
远足球特色学校人工塑胶草坪运
动场地全覆盖，初步探索出了“普
及+提升+竞技+精英”的滨州校园
足球发展模式。

如今，滨州新校园建设景美如
画，校舍高大敞亮，主题教室功能
丰富，景观也诗情画意无限；高质
量足球场和塑胶跑道成了标配；许
多学校已经实现了教师人手一部
笔记本电脑，无纸化备课，上课也
用上了一体机；统一供暖的教室冬
季温暖如春，上下课的预备铃变成
了优美的旋律……再也没有“黑屋
子”、“土台子”，40多年的岁月，沧
桑巨变，恍如一梦。

同时，我市职业教育在改革创
新中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不断健全，开设了 100 多个专业，
几乎涵盖了全市五大千亿级产业
集群涉及的各个行业。职业教育
的吸引力不断提高，每年培训3万
余名技能人才，是全省规范化、示
范化学校覆盖率最高的市之一，为
滨州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如果说改善教学环境，是为全
区教育事业发展打好了地基；那么
与之并行同步的，便是完成对人的

“改造”——通过义务教育的普及，
逐步扫除青壮年文盲。

1985 年，可以说是滨州推行
九年义务教育的“元年”。是年 5
月，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
位。当时的惠民地区认真贯彻落
实会议精神，教育改革和发展全面
展开。1986 年 7 月，《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全区开始
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义务教育。

1989年9月，惠民地区开始依
法实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以下
简称“普九”），各县市提出了实现

“普九”的规划和措施，地区教育确
定以典型引路，推进全区“普九”的
实施。

滨城区第一小学原校长吕中
甫，是当时惠民地区义务教育的见
证人和推动者。上世纪 80 年代
末，惠民地区开始抓义务教育之
初，为了解决师资力量缺乏，开办
了教师进修学校，通过举办电大班
和代培班培养了一批教师，承担起
最早的义务教育重任。而吕中甫
正是进修学校的副校长之一。“代

培班俗称老师技能学校，为惠民地
区的学校培养中小学教师，从
1987 年到 1989 年，总共开了七八
个班，培训教师三百人左右，解决
了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为义务教
育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师资基
础。”吕中甫说，“除了当时的小滨
州市，各个县区都有类似的代培
班。”

资金短缺同样是发展义务教
育的桎梏。“为了解决资金困境，当
时学校的出路无非就是两条：一靠
政府，二靠社会。”吕中甫说，“除了
政府的拨款外，当时社会各界对学
校非常关心，只要学校办学质量有
保障，各个单位都会有所投入，这
支撑了当时学校的兴办。”在政府
和社会的帮助下，惠民地区的多所
小学进行了校舍改造，设备配套，
学校逐步拥有了现代化设备，如微
机室、语音室、实验室等，先进的配
套设备，为学校进行义务教育打下
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90 年，山东省教委通报表
彰奖励全区14个基础教育先进乡
镇，为全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起
了很好的引导推进作用。1993
年，惠民地区投资1.83亿元，完成
了城镇中小学校舍改造，66 处城

镇学校全部实现规模、校舍、课桌
凳、操场、校园环境“五达标”的要
求。这一年，全区实现初等义务教
育的人口覆盖率达99%，实现初级
中 等 义 务 教 育 人 口 覆 盖 率 达
24.6%。

在1994年10月21日的《滨州
日报》上，刊登了地委、行署召开的
全区教育工作会议，地委书记、行
署专员、地委副书记先后讲话，各
县市委书记、县市长，各乡镇党委
书记参加会议，这也成为全区教育
史上规格最高的一次会议，足见重
视程度。会议把如何实现“两基”
作为主要议题，重新研究调整了

“两基”规划，行署与各县市人民政
府签订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工
作目标责任书》，本着“加快发展，
能快则快”的原则，确定1997年基
本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
青壮年文盲的战略目标。

1995 年 1 月 14 日，邹平县率
先通过省政府验收，成为鲁西北地
区第一个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
县。至 1997 年，经过 8 年奋斗，4
年攻坚，全区实现了普及九年制义
务教育的目标，这是全区教育发展
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从此滨
州教育跃上了一个新的起点。

谈到九年义务教育的意义，吕
中甫认为，首先这一政策解决了贫
困地区学生上学难的问题，“好多
孩子上不起学，义务教育减免学
费，能都使他们公平地接受教育，
为社会培养了更多的人才。”吕中
甫说，除此之外，推行义务教育也
提高了国民素质，大大减少了文盲
人数。相辅相成的，义务教育也使
师资力量增加以及学校设备完善，
大大提高了课堂效率。而从深远
来看，义务教育的意义，关乎整个
民族素质的提高和民族的复兴，对
整个教育的发展具有奠基性意义。

2000 年 11 月 4 日，国家副总
督学郭振有来滨州督导评估“两
基”工作时，曾留下这样一段评价：

“什么是滨州精神？我想是不是可
以这样来概括，就是邓小平理论和
改革开放这种时代精神，与滨州地
区干部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强
烈愿望相结合，所形成的一种精
神，通过抓教育来实现滨州的脱贫
致富。”

事实上，城市区域的发展和教
育的关系犹如唇齿。滨州当时举
全市之力发展教育的攻坚之战，凝
聚着发展的长远谋划，也寄托了

“人才强市”的无限期待。

1997年全区实现“普九”目标，而之所以举全市之力发
展教育，实则寄托了“人才强市”的无限期待

早在 1978 年，邓小平就提出
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教育现代化任务。那
么何谓教育的现代化？

作为一个历史进程，世界范围
内的教育现代化始于 19 世纪中
叶，它是大工业革命的产物。当
时，为使教育适应工业化生产的需
要，欧洲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等
纷纷进行教育改革，从体制到课
程、从教育规模到教育投入等各个
方面都经历了重大变革。19世纪
末，世界教育现代化进入第二个发
展阶段。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家
先后进行大规模教育改革，为现代
化教育体制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20世纪末，世界教育现代化进入第
三个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以信息
革命为标志，高科技含量空前之高
是任何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从教育
设施的改善到教育规模的扩大、从
多媒体辅助教学到远程教育的开
播等等，教育水平已发展到一个新
高度。

时至今日，当代的教育现代

化，包括教育观念、教育内容、教育
装备、师资队伍和教育管理的现代
化，涵盖了五个层面：教育的普及
化、终生化、个性化、国际化和信息
化。

而从 2000 年开始至今，滨州
教育现代化掀开了发展突飞猛进
篇章，关于教育现代化的各项指
标 ，都 有 了 阶 梯 式 的 跨 越 。 在

《2017年教育现代化监测指标和标
准》中，对教育现代化进行了量化
评分。一级指标包括教育普及水
平、教育公平程度、教育质量水平、
教育投入水平、教育信息化水平、
教师队伍水平、教育国际化水平、
学习型社会建设水平和教育治理
水平九大项。总分100分，而前四
项分量较重，占总分比例超过 6
成。

对照这样一份标准检验滨州，
能够得出一份答卷——尽管滨州
离这份标准定义的“教育现代化”
还有差距，但差距并不算大。比如
在这份标准中，对教育普及水平界
定的“满分”为：3—5岁幼儿毛入学

率 为 99% ，义 务 教 育 巩 固 率 为
99.05% ，高 中 阶 段 毛 入 学 率 为
98%，而滨州学前三年幼儿入园率
达到97%，距离标准差2%；适龄儿
童入学率小学为 99.95%，初中为
99.96%，巩固率小学达到100%、初
中达到99.84%，均超过标准；高中
阶段入约率约为90%，尚存在一定
差距。

而在教育信息化发展上，滨州
从全省的落后典型走到了全省的
前列，从一个地地道道的“三流城
镇”到和济南、青岛等发达地市齐
头并进，探索出了经济欠发达地区
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更好更快发
展的新路子。

2000年，我市开始初步建立教
育计算机区域网络，全市建有多媒
体教室 21 个，微机室 151 个，全市
共拥有计算机6000余台。而截止
到 2009 年 底 ，全 市 共 投 入 资 金
77830万元用于教育信息化建设，
共建有微机室 1025 个，拥有高配
置计算机 5.3 万台，生机比达到
15.9：1，师机比达到 1.2：1，中小学

信息技术普及率达到100%。
此外，滨州的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水平，也位居全省第二方阵——
2016 年 11 月，我市 10 个县区全部
通过“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县（市、区）”国家评估认定。在前
一年，济南、青岛、烟台等7个市所
属县（市、区）全面通过了该评估认
定。而滨州紧随其后，与泰安、东
营等五个市位列第二梯队。市政
府教育督导室主任宣全民告诉记
者，滨州能够顺利通过验收，标志
着我市义务教育取得继“两基”后
又一标志性成果，具有里程碑式的
意义。

如果说“两基”的目标是基本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
壮年文盲，解决“有学上”的问题。
那么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则是
解决“上好学”的问题。“要实现教
育现代化，义务教育必须在基本均
衡的基础上，达到高位均衡发展目
标。没有高位均衡发展，我市教育
现代化的进程就会在全省落伍。”
市教育局局长王进东说。

坚持对照标准提升教育现代化水平，教育普及、教育公
平、教育信息化指标均居全省前列

41年前高考恢复，那个料峭的寒冬里，惠民地区数万人走进
考场，期待通过这一条路径，为自己的人生谋求一次“变轨”；
2018 年夏天，滨州 2 万余名学子从容赴考，上大学已经不再是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高等教育已然成为大众教育，考生有
更多的目标大学、更丰富的人生可能性。

在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的历程里，高考带来的变化，可
以说是教育事业改革的一个缩影。这40年里，滨州教育事业快
速发展，走过了恢复整顿、发展“重启”和全面进步的历程，实现
了诸多历史性跨越。而今，滨州教育体系逐步完善、布局日趋合
理、特色愈发鲜明。在协调、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平稳进步。

纵观滨州教育的发展，归根结底围绕两个方面：不断完善教
学条件和教育质量，向教育现代化迈进；不断优化资源配置和教
育环境，推进教育向优质均衡发展。如果用一句话总结滨州40
年教育发展的功绩，那就是“实现了无数人的成长，成就了无数
人的梦”。

在 1987
年 7 月 11
日的《惠民
大众》上 ，
刊 登 了 惠
民 地 区 农
村 中 小 学
校 舍 改 造
的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