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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区整合教育资源实现均衡发展
“城市要发展，人口就会不断增

加，进城的孩子要接受教育，现有的
教育资源就显得紧张。”

8

月
8

日，
河区教育体育局局长殷世明说，“进
城的孩子都想到好学校、 甚至是名
校读书，问题就会更复杂，怎么办？”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我国发展

义务教育的既定战略， 让适龄孩子
都能享受到优质的基础教育则是各
级政府的办学根本。

河区将促进基础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纳入了经济社会和教育事
业发展规划，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优
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 整合扩大名
校资源，在“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追
求中交一份优秀的答卷。

几年来， 适龄孩子入学时对优
质教育资源的选择从市三小、十三小
到胜利路学校，从九中、七中到河
中学，再到九中、河中学新校区，几
乎在河区的每个学区，家长和孩子
都能进入自己满意的学校就读。

“利用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盘
活各种潜在积极因素， 让名校和薄
弱学校整合起来，发挥各自的优势，

都办成优质学校。” 殷世明说，“基
础教育发展的关键是均衡， 目的在
于让老百姓都能平等地接受优质教
育，扩建优质学校、整合复制名校是
很好的办法。 我们靠它解决大班额
和择校热等难题。”

2015

年年底的统计显示， 河
区共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174

所，其
中城区中学

9

所、 小学
31

所， 总计

43800

多名学生。

《河区
2014－2018

年扩充城
镇义务教育资源五年规划》显示，五
年间城区将新建小学

6

所、中学
3

所。

其中三小分校、 胜利路学校已投入
招生并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我们
期待着河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名校
继续不断地复制和扩大， 让学区内
的孩子都能享受优质的义务教育。

只有孩子的事儿不能等
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考入

北大、清华？甚至不惜一切地把
孩子送到国外的名校留学。事实
是，绝大多数的孩子注定不能实
现这些教育梦想。

为了日后能够考入著名的大
学，家长们先是期望孩子能进重点
高中，继而从初中乃至小学为孩子
争取读名校的机会。基础教育阶段
学校如果有太大差异，那么，多数
的孩子也会注定不能进名校。

河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的整合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完
美的方案。打开河区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分布图，

7

中、

9

中、河
中学、

3

小、

13

小、胜利路学校，呈
现出较为均匀的分布。在中小学
入学以学区划定为基本原则的
背景下，这也意味着生活在河
区的孩子们都有机会到一所自
己满意的学校就读。

均衡发展是基本方向，但均

衡并不意味着大家都变得平庸，

在名校扩大与复制的影响下，大
家都变得一样优秀，这是最值得
称道之处。

何谓“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让家长都能放心地把孩子送到
满意的学校就读！

义务教育阶段被大班额和
择校难折腾得焦头烂额的家长
和孩子们，真正的期望也正是在
家门口上一个满意的学校。而终
结名校大班额和无休止的名校
攀比，根本出路在于学校办学水
平和办学质量都相当，而且是同
样的优秀。

孩子的事儿不能等，等过了
明年他们该上初中或者高中了；

等过了几年他们就要上大学或
者就业了。到那时办再多的优质
学校于他们何益？留下的只是一
代人的伤痛。

重视每一所学校的建设，以
资源重置为契机，让每一所学校
优秀起来！

河中学的薪火传承
河中学创办于

2003

年。 这个
当年为了缓解九中的招生压力而创
办的学校现在已经成为河区真正
的名校了。三年出了四个中招状元，

出色的中招成绩和良好的学风吸引
了越来越多学生家长的目光， 大量
慕名而来的学区外的学生不仅让
河中学的领导感觉到是一个甜蜜的
负担， 一个个近

70

人的大班更是让
该校的任课老师倍感疲惫。

河中学校长王世安告诉记
者，

2013

年， 学校招收
7

年级新生达
到创纪录的

1500

多名，一共
22

个班，

每个班级达到
70

人。那段时间，学生
中午只能轮流就餐，就连上厕所都要
排队，一个老师代几个班的课，批改
作业每天都要到很晚，感到特别累。

与此同时， 在距河中学不足
两公里的河区第十一中学却在为
生源发愁。 该校位于五星办事处辖
区，占地

25

亩，有
27

个教学班，教职
员工

70

多人， 但近几年招生连年萎
缩。

2013

年，

7

年级新生只招了
80

人，

2014

年只招了
26

个新生。 该学区的
学生都宁愿舍近求远， 到离家很远
的学校就学， 也不愿到家门口的十
一中上学。招不来学生，导致大量的
师资力量和教室闲置。

河中学有生源而教学资源紧
张，十一中有充足的教学资源却没有
生源。这一现状让两个学校都在思考
自己的出路，而这一切更是被河区
教育体育局的负责同志看在眼里，将
这两个学校的教育资源进行优化组
合也早就列入他们的议事日程。

2014

年，在河区教育体育局负
责同志的协调下， 河中学和十一中
正式合二为一，原来的十一中成为河
中学的东校区，当年招收新生

900

人。

两个学校合并后， 按照统一领
导班子、统一教学进度、统一活动安
排、统一师资调配、统一教研制度、

统一考试时间的六统一原则， 河

中学开始对东校区进行管理。 为了
表明东校区和老校区是一个学校，

从一开始就将名师和优秀的班主任
派到东校区任教。同时，多方筹措资
金
1000

余万元，对东校区进行改造，

重新整修了校园， 修建了食堂和足
球场。

学校的面貌变了、风气好了、生
源足了， 老师工作的积极性也就高
了。 原来十一中的老师由于多年没
有学生可教，教师队伍涣散，两校合
并后， 他们在来到东校区工作的
河中学老师的带动下， 工作热情日
渐高涨。过去十一中由于生源差，学
生都无心学习， 后来在新生的影响

下，也都变得爱学习了。

“在一个冰凉的锅炉里，你就是
倒上汽油，它也很难烧着，而在一个
大熔炉里，你就是放一块石头进去，

它也会被烧得滚烫。”谈到两个学校
资源重组后的感受， 王世安说出了
这样一句颇有哲理的话， 也道出了
河中学东西两个校区发展的良好
前景。如今，通过资源整合，河中
学和十一中学不仅充分利用好了现
有的教育资源， 而且通过名校的再
复制， 让过去没有生源的十一中也
成为家长和学生向往的名校， 更让
辖区内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优质的教育。

胜利路学校的崛起

2003

年秋，胜利路学校以当
时市三小分校的名义建校了，学
校规模

6

个教学班
240

个学位。

这所有着名校背景的小学，

从一开始就受到家长和学生的
欢迎，很快成为区域名校。

“当时教育的背景是盛行名
校建分校，也是为了满足更多孩
子能接受优质教育的愿望。” 校
长吴黎霞说，“规模很小，发展的
空间也非常有限。”

2014

年，胜利路学校的发展
空间得到有效拓展。 这一年，信
阳市第一高级中学迁入原信阳
市职业技术学院旧址，胜利路学
校迁入信阳市一高腾出的地盘。

“这样一来， 一盘棋就全活
了！”河区教育体育局教育股股
长梁军说，“胜利路学校整体迁入
一高， 原胜利路学校也就是三小
分校整体移交给三小， 大家都有
了足够的发展空间和资源。”

2015

年，信阳市六小（实验
小学）并入胜利路学校，至此，胜
利路学校已发展成为占地

40

余
亩，有着

68

个教学班
4000

多名学
生的区域大校、名校。十余年间，

这所学校先后获得了“国家级规
范汉字书写特色学校”“河南省
文明单位”“河南省小班化教育
先进单位”“河南省中小学师德
师风先进学校”“河南省义务教
育课程改革先进单位”“河南省
校园文化艺术工作先进单位”

“河南省优秀示范家长学校”等
数不胜数的荣誉。

“说起来容易， 背后我们经

历了多少艰辛啊！” 吴黎霞说，

“学校新建、整饬、搬迁，我们很
多老师这些年就没休过寒暑假。

每一次学校整合，不同学校的教
师和学生怎么安排，都是反复磨
合后才顺利融合的。”

吴黎霞提到实验小学刚并
入时的情景，因为名校“择校热”

等因素的影响，实验小学陷入了
生源匮乏、 质量低下的恶性循
环。 合并后的一百多名教师中，

很多人不适应新学校的工作节
奏，选择了离开，很多学生在分
流、分班的过程中忧虑、纠结。

吴黎霞说：“一路走过来，虽
然辛苦，大家都实现了自己的梦
想。”

“不惜一切代价培养教师”

是学校鲜明的口号。在学校现有
的
159

名教师中，有省、市级骨干
教师、学科带头人

46

人，中学高
级教师

3

人，小学高级教师
92

人，

他们都是学校提供优质教育的
不竭动力。

在今年的全国中小学生少
儿茶艺邀请赛中，该校代表队作
为河南省唯一代表队参赛并荣
获一等奖；在各类学科和文艺比
赛中，该校学生还获得了河南省
小学生英语短剧比赛一等奖、河
南省合唱比赛二等奖、信阳市首
届合唱节比赛一等奖等荣誉。据
学校档案统计，该校学生个人获
国家、省、市、区以上奖励达

2000

多人次。

胜利路学校，这所充满朝气
的区域名校，正用它的崛起成就
“让老百姓都能接受优质教育”

的理想。

九中名校的再复制

2012

年
8

月，曾经在城区影响很
大的信阳市六中（实验中学），报名
册上只有

3

个班
80

多名学生。

“家长和学生都想进名校，而且
跟风走。”信阳市九中副校长喻俊鸿
说，“加之九中新办的分校河中学
发展势头正好， 一些普通学校的生
源萎缩明显就容易理解了。”

还是资源整合，六中并入九中。

经过各种分流， 原六中
30

多名
教师并入九中。 六中并入九中更重
要的资源是

6

倍于九中的地盘， 并入
的六中占地

46.7

亩，而经典名校九中
占地尚不足

8

亩。 两个学校的资源重
组，给名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把九中的
教学和管理模式进行复制容易，教
育教学质量进行复制就不容易了。”

喻俊鸿说，“当年两个校区分流学
生， 九中校区的学生都不愿搬往新
校区（东校区），甚至一度有家长堵
在学校门口拒绝搬迁。”

九中的管理者深知， 要想把新
校区办出老校区一样的水平， 必须
把老校区完整的管理制度乃至教育
教学管理者整体迁入新校区。 如果
两个校区办得有差别， 家长和学生
宁可守着老校区每班

90

名学生的大
班额也不肯转入新校区。

功夫不负有心人， 九中的优质
教育再次成功复制。

2015

年中招成
绩揭晓， 全市中招状元在东校区产
生， 当年东校区有

96

人被省级示范
性高中录取。

喻俊鸿说：“事实是最有说服力
的。 当年暑假的招生便不再有家长
和学生计较老校区和东校区的区
别， 有的甚至要求进入东校区就
读。”

优质的教育资源在扩大， 九中
老校区的拥挤状态也在改变。

2012

年最大班额
106

人的记录开始成为
永久的历史， 每班

60

人开始成为基
本要求。 九中

2016

年暑假后的招生
计划显示， 老校区学生将有希望控
制在

2000

人以内， 而此前这一数字
则屡屡冲击

3000

。

“市领导到我校巡视，一句话评
价老师：不用扬鞭自奋蹄！”喻俊鸿
说，“

100

人的班额什么概念，教师管
理学生和批改作业的强度有多大？

很多老师都有脊椎病！”

在九中等学校成功整合后，
河区教育体育局适时调整了学区划
分， 优质教育资源的范围得以有效
扩大。

今天， 更大范围学区的孩子们
都可以享受九中名校的优质教育，

更重要的， 他们都享受着充足的生
均面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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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东校区全景。

②

胜利路学校学生在进行体育比赛。

③

河中学学生在心理咨询室接受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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