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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声断六年，今朝重响起
记者近日来到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

县官坡镇竹园村，这个偏远山村有一所
白花口小学，在撤销!年后，于今年新学
期重新恢复。

"月#日，白花口小学关了!年的大门
又敞开了，学生们前来报到。全校$%个孩
子由家长陪着，从附近村子聚集而来。
刚铺好的水泥小操场上，师生列队

整齐。旗杆换上了崭新的五星红旗，国歌
奏响，国旗飘扬。村民很享受这种仪式
感，因为这让他们觉得，学校又回来了。
如果学校不恢复，孩子们将不得不

翻山、蹚河、过马路，去离家四五公里的
学校读书，上学路充满艰辛。

白花口小学建于上世纪&'年代，
("""年翻新校舍。两栋砖瓦房加两面旧
墙围成的校园，面积不过二三百平方米，
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周边)个村民组几
代人的童年乐土。
竹园村是全镇第一大村，曾有%所村

小，相继关门，白花口小学挺得最久。
“$''&年第一次没撤成，村民强烈反对，
都说孩子上学远，不安全。”村支书杜向
群回忆，“$''!年，眼看其他村小都关了，
大势所趋，顶不住了。而且两名公办教师
被调走，学生们只好转去中心小学。”

杜向群向村民解释撤点并校的好
处，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但一个村民
的回答令他哑口无言：“不图孩子成龙成
凤，只求当下平平安安。”
撤校时，有学生$$名，教师$名，设

一、二年级各*个班。从$+'!年至今，琅琅
书声断了!年。前三年，校舍空置，荒草疯
长；后三年，租给高山农户，泥地操场上
便多了一个香菇大棚。

送孩子上学，家长很辛苦
孟凡军特地换了一件新西服，领着!

岁的女儿孟祥妮来报到。“很高兴，不用
再让娃娃重复她姐姐吃过的苦。”

,''!年撤校时，孟凡军的大女儿孟
欢正读二年级，无奈转校后，接送问题困
扰全家。从孟家组到白花口小学，仅二三
百米。但转去竹园村中心小学，足足远了
*'倍。“有两条路，都不好走。大路比较
远，四五公里，必须沿河走，还要穿过省
道，车来车往，让人提心吊胆。”孟凡军
说，山路近些，约,-&公里，要翻山越岭，
还可能遇到野猪毒蛇。
没有校车，接送孩子上下学的重担，

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家长头上。
交通工具多为自行车，条件稍好的

骑摩托。孟凡军坦言，送女儿上学那几
年，自己很辛苦。“最怕刮风下雨，可能暴
发山洪和泥石流。路上摔伤，也很平常。”
对这份苦，年近六旬的孟小章感触

更深。他的儿子儿媳都在外打工，唯一的
孙女孟金月今年!岁，和爷爷奶奶相依为
命。留守儿童在当地比例很高，除了烟叶
和食用菌，当地第三大支柱产业就是劳
务输出。
孟小章多次和乡亲们去镇上找主管

部门反映，均无功而返。竹园村委会民调
主任张建立也在请愿队伍里。他#"""年
曾参与翻新校舍，对学校有特殊感情。
身为村干部，张建立还要多受一份

苦，“常被村民拦住，围着我诉苦，希望恢
复学校，真叫人头疼。”

复课第一步，凑钱请老师
去年夏天，学校迈出复课第一

步———张建立介绍，经过家长多次反映，
镇政府与县教育部门协商后，同意白花
口小学开办学前班。但只承认办学资格，
不派教师。

#.个适龄孩子的家长一合计，甘愿
自掏腰包，凑份子请教师。由于家境拮
据，村民们拿不出多少钱，只能给老师每
月!''元工资，没多大吸引力。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当地应届大专毕

业生，虽然没有教师资格证，但起码愿意
带班。上完一个学期课，她认为收入太
低，外出打工去了。
第二个女教师稍年长些，有几年代

课经验，没教师资格证。一个学期后，也
打起退堂鼓。村民们极力挽留，她才勉强
同意留校，条件是月薪要*'''元。
“家长嫌学费太贵，老师嫌工资太

低。”张建立说，这个矛盾一年来挥之不
去。女教师同意留校，家长们又难以承受
上千元月工资。无奈之下，有朋友指点张
建立，试试上网求助。

/月底，张建立托朋友在当地一家知
名网络论坛发帖，为村里的孩子寻找支
教老师。帖子表达了村民们对学校和教
师的渴望，“快开学了，特恳请社会热爱
公益事业的好心人士到我们的山村考察
支教。我们将以淳朴的民风热情相待。”

网帖引批示，问题迎刃解
网帖署名：竹园村丁口、下坑、孟家、

北沟、白花口等)个村民组的/!.名村民，
并附上了张建立和孟凡军的手机号码。

/!.个村民里，擅长上网者不多，他
们很难想象网络的力量。发帖后不到*'

天，三门峡市市长和卢氏县县委书记相
继作出批示。县教育体育局随后答复，今
年"月开学，恢复白花口小学这一教学
点，并从官坡镇调来,名公办教师。
困扰村民们!年的问题，几乎在一夜

之间迎刃而解。教育主管部门拨款、派
人，白花口小学迅速复课。
不到,'天，校园焕然一新。香菇大棚

挪到了校外，泥地铺上了水泥，教室吊
顶、刷墙、刷窗，搬来新桌椅、新黑板、新
日光灯……硬化操场地面是最大工程，
学生家长、村干部、在白花口小学读过书
的粉刷工、泥水匠，齐齐上阵，一直忙到
凌晨%时。
由于施工太晚，导致部分地面铺得

不够平整，开学那天刚下过雨，操场上积
水明显。村支书杜向群蹲下身，用石头在
地上砸出一条小水沟，引流积水。家长们
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细节，他们喜笑颜
开，眼里只有新学校和公派来的新老师。

!本报三门峡今日电"

河南三门峡偏远山村的一所小学6年前被撤销，
今年新学期重新恢复———

村民网上发帖为孩子寻支教老师
本世纪初，为了优化农村教育资源配置，我国开始推行撤点并

校。1997年以来全国小学数量持续减少，到去年共减少38.76万所，
降幅超过60%，其中村小占多数。撤点并校推行十多年，一直有争
议。“黑校车”问题突出；学生因上学路远而辍学；低龄寄宿带给孩子
心理问题!!村民要求恢复村小的呼声不断，但真正恢复的不多。

今明两天，本报将推出特派记者从河南、江西发来的现场报道，
关注“撤点并校”计划施行现状，探讨其中得失利弊。

! ! ! !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官坡镇教育部门
负责人张清朝坦言，不少村小想复制白花口小
学的恢复模式，但难度较大。“主要面临两大难
题：师资和经费。”

卢氏县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股股长许丙
生透露，县里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师，编制紧
缺，经费也没保障。即便如此，也要保证向白花
口小学派 ,名公办教师。

开学首日，%)岁的郭丽和 ,)岁的张娜现
身白花口小学。她俩此前都是官坡镇中心小学
.年级班主任，带班成绩优异。两人还有诸多
共同点：女教师，.'岁以下，已婚育。为保证教
学质量，主管部门专挑了两名有耐心、精力充
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

她们打算在这里坚持多久？张娜说：“先干
一年再看。”其实，她俩能入选，有些许无
奈———张娜的丈夫，是竹园村中心小学校长，
郭丽的丈夫，则是镇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一
些符合条件的教师不愿到穷乡僻壤工作，于
是，领导家属便带头吃苦。
上海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分

析，地方政府撤点并校主要是为了减少教育投
入。他认为，解决村校经费和师资问题，国家需
努力推进两方面工作。一是强调省级财政统筹
义务教育经费，如果一直由县乡财政负责，村
校发展就将受到地方财政的影响；二是改革中
小学教职工编制办法，目前的办法偏向城市，
违背了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整体战略。

特派记者 曹刚 文0图

! ! !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月"#日主持召开国务

院常务会议#要求严格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

撤并程序$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已撤并的学校

或教学点#确有必要的#应当恢复%这相当于原

则通过了教育部近日发布的&规范农村义务教

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为保障学生就近上学#*意见)提出了具体

标准#即*一般应使学生每天上学单程步行时

间不超过 $%分钟)+并要求#*农村小学一至三

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寄宿#就近走读上学$小学

高年级学生以走读为主# 确有需要的可以寄

宿)% *人口相对集中的村寨#要设置村小或教

学点$人口稀少,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地方#

应保留或设置教学点)+

上海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

为#撤点并校的最大问题是#在政策制定和执

行过程中#缺乏公众参与+(须改变当前的教育

决策机制#由政府单方面主导决策#调整为由

社区教育委员会或村委会决策)+ (意见)已涉

及相关内容#如(坚决制止盲目撤并#通过举行

听证会等多种有效途径#广泛听取家长,师生,

村民自治组织和乡镇人民政府的意见)+

"焦点关注#

缺师资缺经费，白花口模式难复制

"焦点链接#

国务院要求严格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程序

坚决制止盲目撤并 保障学生就近上学

! 崭新的教室#崭新的课桌椅#白花口小学一年级新生郭昌很开心

! 送孩子前去报到后#家长们不愿离开#趴在教室窗口看新来的老师怎么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