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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局：
120亩校舍只有148人

王文君就读了三年的临淄
区蜂山学校成立于1972年，原
是中国石化齐鲁石化分公司所
属子弟学校，前身是齐鲁石化
第二中学，也曾是山东师范大
学齐鲁第一附属中学，有着山
东省“规范化学校”、山东省“素
质教育实验学校”等称号。

2005年，根据央企分离社
会职能的相关要求，齐鲁石化
总校移交给当时的临淄区教育
局管理，齐鲁石化第二中学也
随之更名为临淄区蜂山中学。
2011年3月，学校再次更名为临
淄区蜂山学校。

王志同，原蜂山学校校长，
在他的记忆里，上世纪90年代，
蜂山学校在校生最多达到上千
人，任课老师不乏北京师范大
学、曲阜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
名校毕业生。当时，学校的师
资力量是比较好的，学校有省
级课题组成员2人，中学高级教
师40人，市、区学科带头人和教
学能手3人，市区优秀教师58人
次，淄博市骨干教师1人，区级
骨干教师8人。说起合并前的
蜂山学校，王志同不免唏嘘，原
学校占地120余亩，可容纳
1300名学生，招生范围包括一
化生活区，炼厂生活区，南杨
村，南仇西、北居委会片区。

近年来，随着齐鲁石化部
分单位的整体搬迁以及学校周
边人口向中心城区流动，学校
入学新生数连年下降。到2021
年9月，初中一年级只有13人入
学！在校学生102人，教职工46
人，基本上是一个老师教两个
学生。

破题：
整合资源“撤弱保强”

数据显示，临淄区现有26

所农村中小学，其中23所为上
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建设，占
比88.46%，校舍老化严重，建筑
布局及房间面积不符合现行办
学条件标准。从学位设置看，
学校设计规模1.8万余个学位，
在校生9000余人，有一半的校
舍处于闲置状态。皇城一中、
边河中学、凤凰镇梧台小学、敬
仲二小等26所农村学校均不同
程度存在学位空余。

临淄区教体局局长张成刚
表示，目前，伴随农村出生人口
减少及生源流失等问题，各农
村学校均存在招生“吃不饱”、
校舍利用率低等现象，农村教
育资源出现大量的闲置和浪
费。由此带来教育资金投入分
散、办学氛围不浓、教育发展不
均衡、专业教师安排不合理等
问题。由于城乡教育资源不均
衡，甚至导致“择校热”，农村部
分家长宁肯通过买房、迁户口
等方式送孩子到城区学校就
读，也不愿让孩子在离家较近
的乡镇学校就读。这也是导致
农村学校生源不足、教育成本
居高不下、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的原因。

为此，临淄区下决心着力
推进农村教育资源的优质整
合。今年，临淄区整合了8所农
村中小学，在整合过程中，通过
全面深入细致分析，提前谋划
好校车和各种保障措施，妥善
解决家长接送孩子等各种各样
的问题，整合完成之后，有的镇
办从过去1处中学、2处小学，整
合成了1处九年一贯制学校，师
资力量更加完备、教育教学质
量大幅提升，教育资金的投入
更加集中，农村孩子就近就能
享受到更好的教育教学环境。

成效：
农村孩子得到更优教育

“孩子今年上四年级，之前
一直在考虑孩子初中择校的问

题，今年合校之后，我们计划就
在这里上初中了。”对于孩子今
后就读初中的选择，虎山学校
四年级学生张竹月的爸爸张勤
保说，“作为家长，都希望孩子
能接受更好一点的教育。合校
之后，虎山学校有了初中，而且
教学质量和校园环境比原先有
了提高，更主要的是离家近，接
送孩子上学很方便。”

“合校对我们来说是个再
好不过的消息。”谈起教育资源
优化带来的喜悦和感触，在蜂
山学校有着30余年教学经历的
初三语文老师聂怀亭说，“曾经
的蜂山学校也是‘高朋满座’，
上课时学生们认真听讲，下课
后校园处处是欢声笑语的热闹
景象。30年的时间，时过境迁，
如今的农村学校人烟稀少，显
得格外凄凉。在生源减少的同
时，还伴生了学习氛围不浓厚，
学习能力欠缺、学习成绩下降
等现象。”聂怀亭的言语中透露
着无奈。但是让他感到欣慰的
是，合校带来的“红利”已经开
始显现，2022年秋季初中一年
级入学新生增加到26人，随着
资源整合以及教育投入的不断
加大，相信未来这种情况会持
续向好。

“去年，有小升初的学生家
长就把孩子送到城区上学了。
我孩子今年刚上初一，以前也
纠结是否送孩子去城区的中学
上学，幸运的是今年赶上合校，
我们直接就近入学了。”初中一
年级学生曹竣清的家长说，“自
从学校合并后，我感觉现在的
教学质量挺好的，孩子也变得
更爱学习，性格也更开朗了。”

王志同表示，蜂山学校的
合并让部分家长不再为孩子的
教育问题焦虑。农村教育资源
整合之后，学生们有了更好的
学习环境，有些课程配备了更
完善的硬件设施，同学们有了
广阔的交际空间，校园生活更
加丰富多彩。

进阶：
盘活闲置的教育资源

为推动教育事业优质均衡
发展，满足辖区居民就近入学
的需求，临淄区按照“按需增
设、建新撤旧、撤弱保强、改造
提升、适时重建”的原则分类施
策，解决城区学位紧缺、大校额
问题，优化教育资源。

对区域过大不适合整合的
学校，采取“改造提升”的方式，
确保办学条件达标。如齐陵一
中和齐陵二中、皇城一中和皇
城二中、西单小学、敬仲二小及
部分农村幼儿园距离较远，不
适合整合，建议加大投资力度，
进行全面“改造提升”，提升办
学条件达标。同时，推进集团
化办学模式，对于不适合整合
的学校和幼儿园，根据实际需
求组建或加入教育集团，推行
小学校区和“大园带小园”的集
团化办学，发挥优质教育资源
的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

对于腾空的校舍利用最成
功的当属北京大学山东临淄田
野考古教学实习基地落户临
淄。今年9月，经过充分论证和
协商，临淄区把位于齐都镇的
桓公小学闲置校舍进行了重新
装修，改造成北京大学山东临
淄田野考古教学实习基地。北
京大学山东临淄田野考古教学
实习基地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与临淄区政府合作共建。接下
来，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
院的学生，以及国家文物局田
野考古实践培训班学员将在此
进行为期四个月的田野考古实
习。闲置校舍的盘活不仅引来
了优质的学术资源，也为临淄
区的土地资源利用提供了文物
考古的便利。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张吉宝 李鸿斐 通讯
员 宋以生

学校整合 盘活3.6万平方米校舍

悠悠万事，民生为本，百姓
的高品质生活是高质量发展的
落脚点。临淄区委、区政府着
眼普惠、面向普通、惠泽普遍，
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
一年接着一年干。

民生实事的“题目”从哪儿
来？临淄区以问题为导向，从
12345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从
大走访大排查征集上来的问
题；从一些特殊问题中梳理出
来的问题入手，汇总后形成了
140项民生事项清单，这样就非
常精准。

值得注意的是，临淄区不
唯考核而工作，而是把需要现
在就面对，但是上级不考核，不
干好像面上也看不出毛病来，
这些真正对临淄未来发展有益
的事情梳理出来。由区领导领
衔、部门单位领办，明确“时间
表”“任务书”。同时，按照“入
户走访全覆盖、民生诉求要兜
清、反映问题真解决”的要求，
成立“民情书记”服务队，从镇
街道、机关事业单位党员干部
中选派村居“民情书记”336名、
企业“民情书记”143名，全力推
进“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常 态
化……

正是基于“以百姓心为
心”，坚持大力发展民生的出发
点，临淄在淄博市重点项目测
评和群众满意度测评中取得了
好成绩。其中，在“9+1”重点
工作项目评价方面，涉及的10
个事项中，评价为“好”的有7
个，数量居全市第一。群众满
意度提升方面，在2022年全市
第一轮群众满意度测评中，获
得了全市第二，有3个镇办排名
全市前十，12个镇办排名全部
在全市前70。

■ 延伸阅读

不唯考核而工作

扫扫描描““鲁鲁中中
晨晨报报””AAPPPP二二维维
码码 查查 看看 精精 彩彩
视视频频

一个老师平均教两个学生，120余亩地的校园内老师和学生加起来一共148人，这不是在中国西部山区和淄博比较偏远的山
区，这是在教育年投入11亿元以上，淄博市第一个创建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区的临淄。为破解农村学校“饥饿”问题，临淄区进行
了新一轮教育资源配置优化，实现了学生就近上学。目前，共腾空校舍面积36116平方米，占地面积腾空139628平方米，部分校
舍被重新利用为研学、职业培训、公益场所等，走出了一条盘活闲置教育资源的新路径。

10月13日一早，临淄区虎山学校初中四年级学生王文君出门上学，步行不到5分钟就来到学校，在整洁漂亮的操场上、干净
宽敞的教室里，开启一天的学习生活。这是她上初中后步行上学的第27天。在今年9月份开学之前，她都是乘坐校车到离家3公
里之外的蜂山学校上学。这种变化得益于临淄区正在实施的教育资源整合——— 蜂山学校与虎山小学合并成为新的虎山学校。

“原来的课桌椅、教学设备都很老旧。相比而言，我太喜欢现在的学校了，不仅校园环境优美，还有舒适的塑胶操场、生物实
验室、录播室，更重要的是这里离家近，我的学习动力更足了！”说起在新学校就读的感受，王文君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虎山学校校园 学生在虎山学校明亮宽敞的教室里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