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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的肖丹是桥山中学教育集团田庄校区的一名特岗教师，
2018年来到田庄中学任教。几年来，她亲身感受到了基层学校的变
化，也看着自己的腰包一天天鼓起来。

“2018年我刚进校的时候，工资基本上5000多元。改革后，工资
有了较大提升，每月能领到七八千元。班主任虽然辛苦，但工资能更
多，能达到 9000多元。”肖丹笑着说，“工资增加了，我们乡镇教师也
增强了扎根基层、服务基层的信心和决心。”

有此感受的不只是肖丹一个。在黄陵，随着教师薪酬的改革，受
惠的教师比比皆是。

2024年，黄陵县深化教师薪酬制度改革，坚持薪酬待遇向基层一
线、教学一线“两个一线倾斜”的鲜明导向，鼓励激励教师下到基层、
走上讲台。

一年来，黄陵县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化教师管理改革和加强
教师待遇保障，切实增强了广大教师的获得感，助力优秀人才热心从
教、精心从教、长期从教、终身从教。

工资待遇提高，一线教师热情高涨，随着全县“招才引智”的政策
实施，吸引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高层次人才来到黄陵。

2023年以来，黄陵县面向全国引进教育领域高层次人才 28名，
有效缓解了学校教师队伍数量不足、专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进一步
加强师资力量，也为学生带来不一样的课堂新风。

青年教师杨征拥有硕士学位，也是黄陵县引进的高层次人才。
“成为教师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加入桥山中学后，这里良好的教学
环境和教师待遇，为我开展教学工作提供了很好保障，也让我更有信
心为黄陵的教育事业作贡献。”杨征说。

“年轻老师们的教学方式很新很吸引人，在课堂上能激起我们的
学习兴趣，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年龄差不大，增进了我们之间的交流，
有助于我们更好学习。”学生韩佳煜说。

“今后，我县将以创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和陕西省智
慧教育示范区为契机，持续深化以集团化办学为核心的教育综合改
革，不断扩大基础教育优质资源，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高中教育优质特色、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加快构建幼有优
育、学有优教的高质量基础教育体系，加快推进教育强县建设，努力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赵宝表示。

新时代，新起点。我们坚信，人民期待享有更好、更公平、更优质
教育的愿望必有应答，黄陵县的教育改革故事必将大放异彩！

制度革新 激发教师队伍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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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呢？初中在哪上学？”
“娃同学都去西安了，我们也得去么。”
临近开学，在黄陵街头，许多相熟的人交谈着关心的话

题。再问问周围的人，大家对教育的期待，会得到一个大致相
同的答案：“希望孩子能读一所好学校！”

改革，从人民群众最关切处着手。
2024年，黄陵县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按照“名校引领、优势

扩张、以强带弱、整合提升”思路，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改革办学“新模式”。优化县内学校，依托“总校+分校”模

式，组建教育集团7个，17所学校实现集团化办学，下放交流、
考核、评优、培训、研学、财务等“六项”自主权，做到发展规划、
教学管理、人财调配、资源共享、文化内涵、评估绩效“六统
一”。

黄陵县河西小学成立教育集团，总校下设阿党校区、咀头
校区。每隔一段时间，总校老师与阿党校区、咀头校区的老师
相聚一起，面对面进行教学质量分析，及时改进教学方式方
法，促进教学质量共同提升。

“经过多次交流讨论，我们把总校目前比较成熟的‘和润
课堂’教学模式，在两个分校区推广使用，让学科素养在教学
课堂上落地生根。”河西小学教育集团总校教导主任蔡金娜介
绍说。

据了解，各个教育集团还大力开展“青蓝工程”，总校与分
校建立新任教师“跟岗”、结对帮带、假期轮训等机制，累计开
展全员轮训 2次，一线教师双向交流 218人；打造“名师工作
室”34个，培育“三级三类”骨干教师154人；教师资源的优化均
衡，带动乡镇学校回流学生128人。

拓展办学“新合作”。引进外地名校，实施“名校+”合作办
学，全力打造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乡村孩子就近享受到
大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

黄陵中学与河北衡水中学、西安高新第一中学，桥山中学
与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桥山小学与西安市新城区后宰门
小学、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黄陵县幼儿园与陕西师范大学
附属幼儿园等“名校+”“名园+”打造教育共同体，先后建立云
校班7个。依托教育共同体，黄陵各中小学与外地合作学校的
教师交流频繁，积极互动，先后开展教师互访500多人次、成果
互动8项，有效带动本地教师快速成长。

“从事幼教工作快20年了，‘以儿童为本’这五个字一直刻
在我的心里。”黄陵县幼儿园园长蔡王妮说，“与陕西师范大学
附属幼儿园这样的名园合作后，我将发挥专业特长，不断挖掘
我园的核心优势，打造符合学校的特色幼儿教育。”

集团化办学不仅包含了基础设施的改善，人才的互动交
流，也是传统教育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资源的共
享，更多学校共享优质教学资源。

“集团学校同频共振，促使总校名师名课从‘资源稀释’走
向‘无限研创’，让更多的孩子享受更好、更优质、更高质量发
展的集团教育。”黄陵县桥山小学教育集团总校校长段璐说，

“通过集团化办学后，教师从‘学校人’变成了‘集团人’，老师
工作更有生机和活力，家长的满意度不断攀升。”

“实行集团化办学，优质教育资源双向流动，缩小了城乡
教育差距；解决了学校之间差距、师资队伍结构性矛盾，尤其
是学科结构性矛盾，优化组合最佳师资队伍。”黄陵县教育体
育局局长赵宝说。

集团办学 打造家门口的好学校

深冬，暖阳。走进黄陵县新区第二小学，一所优美的校园拔地而
起。

走访一圈，工人们往来穿梭、紧张施工，一幅如火如荼的火热场
景。教学楼、综合实验楼、图书馆已基本完工；体育馆正在内部装修，即
将交付使用。

“冬天有地暖，夏天有空调。教室配备智慧黑板、视频展台、护眼
灯，还有午休课桌椅。”据现场施工的负责人杨驰介绍，“不论是外部环
境还是内部设施，都达到了省级校园标准，给孩子们创造一个舒适、优
越的学习空间。”

去年以前，黄陵的一些学校还是另外一番模样。操场不是橡胶草
坪，路面凹凸不平；有的学校外墙立面破损不堪，危及行人和周边环境
安全；有的学校课桌破旧，椅子摇晃，“吱吱”的摇晃声经常干扰老师上
课，更别说新式的智慧黑板、智慧屏了。

“教育投入决不含糊！”这是黄陵县委、县政府的共同认识。
2024年，黄陵县按照“急用优先、重点支持集团办学、促进城乡教育

均衡”原则，从集团化办学同步互动录播系统建设、基础网络建设、多媒
体设备更新、计算机云教室配备和实验考试考场标准化等方面，提升全
县中小学信息化环境，实现县域内教研互动、教育资源共享、互动课堂
全覆盖。

过去一年，黄陵教育改革到哪里，政府支持就到哪里：
投资2.99亿元，建成投用了新区中学；
投资1.94亿元，对全县28所学校的基础设施进行了改造提升，实现

了信息化教学、智慧安防、清洁水厕、标准浴室、智能供暖“五个全覆盖”；
正在建设的桥山幼儿园、新区第二小学、隆坊小学和隆坊第二幼儿

园4所学校，总投资4.96亿元，计划今年建成投用，可增加学位3420个。
一年来，黄陵县加大资金投入，对学校进行全方位维修改造，完善

了学校硬件设施配备，优化美化了校园环境。曾经的老旧学校蝶变焕
新，温暖了老师和学生的心，让他们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如今，黄陵县借助先进设施条件，学校可全面实现“同步互动课堂”
常态化按需应用，全县所有学校可以实现“同上一堂课”，学校优质教育
资源的辐射作用和信息化的溢出效应得到充分发挥。

“以前娃娃上学的环境真不好，尤其是中午饭后，没有地方可以午
休，娃娃下午会一直打瞌睡。”学生家长王娟说，“有了午睡椅子后，娃娃
可以午休，下午听课精神就更能集中了。”

有了智慧科教工具等先进设备的加持，老师课堂教学更加游刃有
余，方式方法更多更新，孩子们学起来也更易接受。

“为学生尽可能提供好的学习条件，让他们更专注于学习。”这是每
位校长的期望，“让学子们都能够在校园里学得开心，老师教得舒心！”

校舍改造 给学生建最好的房子

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
天，也决定着人类的未来。

迎着深冬暖阳，走进
黄陵县各个学校，处处涌
动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
热潮。最漂亮的新教室、
最好听的读书声、最幸福
的孩子们，一切都是教育
最好的模样。

黄陵，这座“既不沿
边，也不靠海”的山区小
城，不断书写教育新的“答
案”，靠的是什么？

答案在于改革。
时光倒回1年前。在

黄陵县“两会”上，全县广
大人民记住了一个掷地有
声的承诺——

“时刻谨记‘用延安精
神教书育人’的殷殷嘱托，
坚持教育综合改革作为基
础工程、民生工程、未来工
程，以系统化思维、集成化
措施促进优质均衡，构建
高质量教育体系。”

时间见证历史。
一年来，黄陵县大刀

阔斧改革创新，积极构建
紧密型城乡教育共同体，
推动县域教育均衡发展，
每一步走得稳健又充满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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