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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5 年来投入 24 亿多元用于教育事业发展

2019 年 9 月 2 日， 投资
1.9 亿元的梅县区雁洋镇中心小
学新校区“亮相”迎新，现代化的
校园绿树成荫、 窗明几净的课室
书声琅琅……

重民生，兴教育。“文化之乡”
梅县历来崇文重教， 在探索广东
山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
注重教育基础投入和软件提升，
推动教育信息化、 均衡化、 特色
化。 2014 年至今，梅县区投入 24
亿多元用于教育事业发展， 先后
成功争创广东省推进教育现代化
先进区、 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
均衡区， 探索出一条山区教育实
现高质量发展之路。

走进位于梅县西片区的梅县外国语学
校，占地 400 亩的校园，集幼儿园、小学、初
中、高中各部于一体，足球场、篮球场、游泳
馆、教学楼、师生宿舍楼等一应俱全，如此完
善的设施和规模， 在珠三角发达地区也可数
一数二。

“学校总投资 10 . 5 亿元，2014 年 3 月动
工、2015 年 9 月建成开学， 共有 5000 个学
位。 目前幼儿园到高中共设 85 个教学班，学
生 3723 人。 ”梅县外国语学校校长陈建军介
绍，学校以办成粤东地区一流、享誉东南亚、
闻名海内外的外国语学校作为办学目标，决
心五年内创建成广东省国家级示范性普通
高中。

为何处于粤东北山区的梅县会斥“巨资”
建设这么一所公立的外国语学校？ 是否当地
政府有足够的“财力” 来支撑？ 带着这个问
题， 记者查阅梅县区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4 年至 2018 年， 该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每年都是在 20 亿元左右。 20 亿元的财政收
入在发达地区相当于一个乡镇财政的“零
头”， 那为什么会出现教育投入与财政收入
“倒挂现象”呢？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崇文
重教是梅县的优良传统， 也是区委区政府以
人民为中心应该做好的工作。 只有强教育才
能出人才，有人才才能谋一方的发展。 因此，
区财政每年都会优先安排教育经费， 也拿出
最好的地块、资源来支持教育事业。 ”梅县区
政府有关负责人说。

记者从梅县区教育局了解到，2010 年梅
县成功创建“广东省教育强区”，辖区内中小
学校、幼儿园的校舍、教育设施得到了全面
的提升；2014 年始 ，在“创强”的基础上 ，先
后投入了 24 亿元扩建和新建了一批学校，
其中 2018 年就推进了新民小学、 梅县外国
语学校富力城附属小学、雁洋镇中心小学等
项目 ， 新增 6120 个学位，2019 年梅县动工
改扩建的学校有德兴小学、扶大宪梓中心小
学、梅县外国语学校小学部，建成后可新增
6000 多个学位。

“改扩建学校不仅是增加学位，还要保
障学校教学所需的全部功能场室 。 例如 ，为
了保障学生的体育运动和校园足球的开展，
我们的每个学校都配备了 1 个以上的足球
场。 ”梅县教育局局长冯治山说，教育就是要
以人民为中心，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据统计，
梅县区现有普通高中 7 所， 职业高中 2 所，
技工学校 1 所，初级中学 11 所，十二年一贯
制学校 2 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6 所，完全小
学 37 所 （另有小学教学点 16 个 ），特殊教育
学校 1 所，幼儿园 127 所。

教育的现代化离不开教师的现代
化。 在如何统筹教师管理工作，提升教师
内涵素质方面，梅县区坚持推进“强师兴
教工程”，外引内培，努力造就一支师德
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
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在德兴小学任教的曾老师， 今年被
派往珠三角学校培训，“这样的学习培训
机会对教师的成长非常重要， 回来后我
也把所学所想应用到教学中， 课堂教学
取得不错的效果。 ”曾老师所说的培训，
实际上的梅县区“强师兴教工程”的措
施之一。 据介绍，仅 2018 年全年梅县就
投入约 350 多万元， 通过举办校长高级
研修班、骨干教师培训班、各项专题讲座
及邀请国内教育领域的知名学者、 专家
前来讲学、授课等方式对校长、教师进行
培训，累计培训人数达 2 万人次。

与此同时， 梅县区逐年加大优秀教
师的招聘、引进力度，2014 年至 2018 年
共招录了 62 名研究生和 411 名本科毕
业生充实教师队伍。 目前，梅县区幼儿教
师大专率为 80.4%， 小学教师本科率为
61.6%，初中教师本科率为 86.6%，高中
教师研究生学历占比为 7.8%。

此外， 梅县区还鼓励教师通过科研
课题来践行先进的教育理念， 如《实施

“三礼教育”， 提升小学德育教育实效的
研究》、《基于互联网 + 低年段儿童绘本
阅读指导策略与指导模式》、《微课资源
共建共享机制与策略的有效性研究》
……2014 年至今， 全区承担省级科研课
题 30 项、市级科研课题 76 项；科研成果
获市级以上奖 41 项；全区获市级以上奖
项论文 368 篇，其中国家级 18 篇，省级
10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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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难题：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筑基础：五年投入24亿建学校

强师资：外引内培提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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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夫妇俩都在畲江工业园区打
工， 把孩子留在江西老家自己又不放心，
带在身边又怕这里上不了学，没想到这个
困扰我们的难题在畲江镇中心小学就得
到了解决。 ”在畲江广梅产业园工作的伍
先生告诉记者，今年 8 月份的时候为了孩
子读书的事情真是“愁死了”。

“如果孩子读书的事情解决不了，我
们可能不会留在这里工作。 ”伍先生的妻
子坦言，像他们夫妇一样在园区服务的人
员还有很多，能够让他们安心留下来的除
了薪酬待遇外，最重要的就是家人的医疗
和教育。 记者了解到，梅县区畲江镇距离
城区 40 多公里， 既是人口大镇又是广州
（梅州）产业转移园所在地，因此面临着农
村教育均衡和随迁子女入学两个难题。

“投入了 4000 多万元，征地 28830 平
方米，对我们畲江镇小进行扩建，扩建后
增加了 1500 个园区学位，校园面积扩大
到 78 亩， 全校 52 个班均配备了电教平
台。 ”畲江镇小校长吴育文告诉记者，除
了镇小还与中心幼儿园、 韬奋学校和 5
个教学点全部实现了“三通”，从而解决
了农村适龄儿童与随迁子女就读问题。

学位紧张， 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通
病， 近年来随着梅县新城建设步伐的加
快，城区学位愈加紧张，大班额现象时有
出现。 为解决这一教育“瓶颈”，满足人民
的教育需求， 梅县区委区政府在加大教
育投入新建扩建改建一批学校的同时，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教育事业的发展中
来，开办民办学校和幼儿园。 今年 7 月，
梅县区首家民办制九年学校———华师华
业外国语学校就正式奠基动工。

据了解， 梅县区华师华业外国语学校

位于扶大高新区三丰村， 由梅州市云彩教
育服务有限公司投资1.2亿元建设，占地面
积20000平方米， 建筑面积27000平方米，
是一所高标准建设的九年一贯制学校，采
用“小班制教学”、“半寄宿式管理”和“学生
大数据学习跟踪系统” 等办学模式， 预计
2021年9月正式开学。 华师华业外国语学
校的建设，增加教育服务供给，推动教育均
衡发展的又一具体行动， 将有效缓解学位
紧张问题，助力梅县教育高质量发展。在今
年9月9日召开的梅县区教育大会上， 该区
杰出乡贤邹锡昌表示，将斥资4亿元建设一
所全封闭式管理的民办品牌高端学校。

“县管校聘”是今年广大教师最为关心
的热词。 如何打破“城区教师招不够，农村
教师闲又多”的问题，更科学配置教师资
源、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围绕这一改革的
重点工作，梅县区教育部门在“骨干教师
支教流转”的基础上，通过深入调研制定
了《梅县区关于推进中小学教师“区管校
聘”管理改革的指导意见》，通过“按需设
岗、竞聘上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机制，
促进教师资源合理布局、科学配置。

陈老师是梅县区石坑中学的一名年轻
教师，在今年 8 月份的“区管校聘”改革中，
他调岗到城区一间小学任教，“通过这次的
调岗，来到新的教学环境面临新的挑战，这
也激发了我教学的激情， 我会将更多的热
情和爱心投入到教学和学生中去。 ”“区管
校聘” 促进教师由被动管理向自主竞岗的
转变，强化和优化了教师队伍的结构，释放
了教师的“动能”。 今年 8 月中旬，梅县区
4036 名教师参加竞聘， 通过校内竞聘、校
际竞聘等多轮竞聘，4036 名教师获聘，跨
校交流或分流或调岗教师 398 名。

梅县外国语学校校园

提质量：特色教育成效显

校园内鸟语花香，课室里外
语飞扬。 在梅县外国语学校的课
堂上， 外教正在给学生上德语
课。纯正的发音、生动的教学，让
学生在游戏般的课堂上就掌握
了一门新的语言。

“我很喜欢学外语，我们的
德语课非常有趣。 ”学生告诉记
者，除了英语外，梅县外国语学
校还有德语、日语、泰语、印尼语
等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
好进行选择。“作为外国语学校，
外语就是我们的特色。 开设小语
种课程主要是给学生营造良好
的外语环境，希望我们的学生毕
业后能够发挥特长，为华侨之乡
梅州促进各地的交流与沟通。 ”
校长陈建军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开办
才四年的梅县外国语学校除了
外语特色鲜明外，基础教育也成
绩斐然。 2018 年首届高考，在高
一招生录取分数线排在全市 11
所重点学校末位的情况下，本科
上线率 84.36%， 居全区第一；
2019 年在高一招生录取分数线
排在全市第七的情况下，高考本
科率 95.73%，居全市第二。

梅县区华侨中学是梅县特
色教育的另一张名片。 “2018

年广东省‘省长杯’青少年足球
联赛上，梅县区华侨中学高中女
子足球队代表梅州市以六战全
胜的骄人战绩登上冠军宝座。 ”
梅县区华侨中学校长张建辉介
绍说，该校发挥传统优势，形成
了美术、音乐等术科品牌，其中
田径、足球更是优势。 同时，作
为广东省首批、 梅州市第一所

“广东省青少年科学教育特色学
校”， 华侨中学以科技创新活动
为载体，把科技教育纳入学校特
色课程体系， 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 2014 年至 2016 年，学生参
加青少年科技创新获得国家级
奖励 2 项，省级奖励 47 项，市级

奖励 34 项， 其中李威达的作品
“新型虹吸排水花瓶” 和郭志立
的作品“手压发电取火器”分别
获第十届、第十一届宋庆龄少年
儿童发明奖铜奖并获国家专利。

此外，梅县区充分发挥“中
华诗词之乡”、“客家山歌之乡”
的优势， 在梅县区高级中学、新
城中心小学等中小学校开展诗
词教育和“客家山歌进校园活
动”。 其中， 梅县区高级中学是
全国“诗教先进单位”， 设立有
高吟诗社、 自编有《诗词格》教
程、出版有《高吟》诗刊，通过开
展诗教活动，中华优秀文化得以
传承，学生文学素养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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