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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水乡”等画作展示于“闽南水乡”特色小镇的
古厝之内，“真是别有一番味道。”2020 年 12 月，“诗画
水乡 桃李芬芳”龙文区首届中小学生书画作品大赛展
览举行，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观赏。

如果说校园条件是“硬件”，教师是“软件”，那么
好的文化就是让这些软硬件发生最佳效应的催化剂。

以文化人、以德育人，龙文区用文化打好教育的亮
丽底色，扣好每一名孩子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文”的火种在播撒。“天地性，人为贵……”龙文实
小淳风广场，师生们身着汉服，行传统礼仪，吟诵本土

“三字经”——《启蒙初诵》，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它比
《三字经》早了 80 年，不少句子还相同，”三尺讲台上，
德育老师循循善诱、引人入胜，“九龙江北溪流经朝阳
镇石井村蓬洲社，那是闽南理学开创者陈淳的故乡

……”这一“陈淳的传说”，被列入了龙文区第三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

实小校园里，北溪路、朋来路、道源楼，皆有历史典
故，走廊里、楼梯间、横梁上，随处可见诗文。润物细无
声，学生置身其中、耳濡目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这样
潜移默化、化作粒粒种子，播种在少年生命中，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古今师生们，都成了本土文化的最佳代言人。

“武”的力量在弘扬。“呼哈……”湘桥湖畔，鸿浦小
学操场，省级非遗项目“何阳拳”武术操，作为校本体育
课，融入大课间活动，同学们“耍”得有模有样，气势十
足。何阳拳在龙文区田丰村代代相传，至今已有 160
余年的历史，其内容丰富，自成一派，有各种拳术套路、
器械套路等，于 2019 年 3 月被列为第六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龙文区第一个省级非遗项目。

为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广大未成年人进行
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作用，去年 6 月
份，龙文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与区教育局联合开展了
非遗项目何阳拳进校园活动。在借鉴国内传统武术操
的基础上，学校最终从何阳拳拳术套路中提取了 8 个
经典动作，结合体操八拍模式创编成武术操，并录制了
口令音乐。目前，学校的何阳拳武术操校本教材已经
编完，正在审核。伴着九十九湾的悠悠水声，“何阳拳”
已在校园生根，非遗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慢慢发芽。

而在几公里之外的九龙江北溪北岸也有一道风
景，郭坑中心幼儿园这一所全国足球特色幼儿园内，几
名小朋友提腿颠球、动作连贯……

“文武双全”，更多的文化品牌赛事在打造，“奋进新时
代、开启新征程”校园艺术节暨三个艺术团比武举行。更
多的文化特色在形成，漳州市二实小的歌仔戏，龙师附小
龙文分校的管乐团，龙文中学的合唱团，初具雏形。

教育为本，德育为首。“我们将以实施《龙文区教育
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为抓手，突出德育实效，提升
智育水平，强化体育锻炼，增强美育熏陶，加强劳动教
育，坚持‘以学生为本，抓特色教育，促内涵发展’的办学
理念，到 2025年逐步形成‘一校一特色、一生一特长’的
内涵发展新模式。”林溪圳介绍。

一系列“组合拳”打下来，龙文娃的未来愈加令人
期待。数据无言，却最有说服力：普惠性学前教育覆盖
面从 2018年的 50.8%提高到 2020年的 86.8%，其中在公
办性质幼儿园就读的幼儿占比从 2018 年的 17.1%提高
到 2020 年的 52.3%。有省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 17
所。龙文中学 2020 年高考本科上线率达 71%，达历史
最好水平，被市教育局评为“高中教育教学质量先进
校”，龙文区被评为“高中教育教学质量先进区”……

好的文化好的文化““教育场教育场””给学生给学生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不断促进区域、城乡、校际优质均衡发展，“家门口的好学校”认可度不断提升——

龙 文 全面进阶教育发展“三好生”
⊙杨志慧

“住龙文区，孩子在哪读书？”
这是几年来困扰陈海梅家的“头等
大事”。

多年前，当她准备迁居龙文，
亲朋“质疑”让其踟躇不前。

如今，当她笃定选择龙文安
居，“烦恼”同样而至，“选龙师附小
龙文分校，还是闽南师大龙文区附
属小学？听说市实验小学龙文校
区不久也要建好了。”

关注“有没有”的少了，聚焦“优
不优”的多了，陈海梅们的“烦恼”

“升级”背后，正是龙文区教育发展
的步步进阶，努力从“后进生”到“三
好生”，驶入“提速提质”快车道。

让“龙文娃”“上好学”

今年 1 月 8 日，“滨江产业新城、富美中心城区”龙文区系
列新闻发布会（第一场）——教育专场举行。 赖杰 摄

郭坑教育园区

建设中的市实小龙文校区（2020年 11月） 李杰 摄

龙师附小龙文分校

龙文中学全景 李杰 摄

“比预想的好，可以真正在这里安定下
来，不用两头跑。”和陈海梅一样，家住蓝田
街道中骏蓝湾的“潮男”张达也是一名“新
龙文人”。去年，女儿小田入读鸿浦小学，
最近，他把文创工作室从厦门搬回龙文，

“冬日里、暖阳下，放学接到女儿，到学校对
面的湘桥湖散散步，特舒服、特文艺！”

张达所说的鸿浦小学，坐落于龙文区
实打实的“黄金区域”，接城市主干道水仙
大街、九十九湾从旁蜿蜒而过，面前是百亩
湘桥湖公园……这也是全市首例在安置房
项目配套建设的小学。

无独有偶，在龙文区另一“高颜值”坐标
——上美湖旁，漳州市实验小学龙文校区也
正如火如荼推进中。地处上美湖片区中部
区域，规划总占地面积约 50亩，总建筑面积
约 3.8万平方米，教学综合楼、科学楼、体育
馆、塑胶跑道等“常规动作”一应俱全，地下
停车场、闽南式建筑和连廊设计等“自选动

作”颇具亮点，该项目有望于今年年底完工，
届时可开办 48个教学班，容纳 2160个学生。

在好地方建好学校，在求知问道最温
暖的港湾里,书声琅琅,生机盎然：“十三五”
期间，龙文区实施学校建设项目 29个，总投
资 20.5 亿元，新增学位 22920 个。截至目
前，共有蓝田经济开发区第二实验小学等
24 个项目建成投用，龙文区第三实验小学
等 5个项目在建。

其中，协调推动龙师附小龙文分校、漳
州一中龙文校区、闽南师大龙文区附属小
学、漳州市实验小学龙文校区等一批优质
教育资源落户龙文，漳州九中和龙文中学
于 2020 年加入漳州一中教育集团，正在积
极推动漳州三中高中部整体搬迁至龙文并
新建初中部，计划合作共建闽南师范大学
龙文附属中学。

“近五年来，共投入教育经费 18.25 亿
元，教育成为龙文区公共财政的第一大支

出。”龙文区副区长卢坚介绍，另外，投入近
5000 万元，用于教育教学装备配置更新。
投入约 800万元，开展美丽校园创建活动。

投入有力度，改革创新有思路。2020
年秋季，龙文率先在全市通过公开招投标
方式，引入品牌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对新开
办的 3所公办幼儿园实施委托管理，突破公
办幼儿园编制不足瓶颈。创新普惠性幼儿
园举办模式。率先在全市出台《鼓励农村
小学闲置校舍等举办普惠性幼儿园实施方
案》，首期两所农村小学闲置校舍改建普惠
性幼儿园于 2018 年投用招生。 2018 年 5
月，对建发碧湖一号配套幼儿园举办权进
行公开招标，引进有实力学前教育集团举
办普惠性幼儿园，这在漳州市尚属首例。

“刚开始在这里买房的时候，还担心小
孩的教育问题，没想到，近年来发展这么
快，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校。”张达笑说，希
望以后就在龙文“一条龙”完成小学、初中、
高中的学业。

而教育梦想的阳光，也照进了更多“新
龙文人”——随迁子女的现实生活。

2020-2021学年，龙文全区公办中小学

随迁子女就达 7026 人，占全区公办中小学
学 生 数 23.6%（义 务 教 育），政 策 覆 盖 率
100%。

新一批学位也将“批量”送达，“十四
五”期间，龙文区计划实施学校建设项目 29
个，总投资 42.8亿元，项目建成后新增学位
39034个。

好的环境供给教育好的环境供给教育

“同工同酬。”讲起“编外”老师身份，27 岁的颜雅鸿
坦言，当 2016 年考入龙文当老师，别人问起编制，真是

“戳中痛点”。
颜雅鸿是蓝田经济开发区第二实验小学五年级语文

老师，上个月，她在龙文区举办的“逐梦龙文·奋斗有我”
主题演讲比赛中获奖，还被聘为区融媒体中心“特约主
播”。她的演讲题目是——《我自豪，身为龙文教师》。

在教育发展“追赶”的路上，和许多地区一样，今日
之龙文，仍面临一道道难题：一边是学童剧增，学位爆
仓，一边是教师队伍不稳定,流动性大；一边是考试“指
挥棒”让孩子们对分数苦苦追求，另一边是社会对人才
综合素质的要求不断提高……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2020
年 8 月，《龙文区教育人才引进管理办法》《龙文区中小
学教育奖教奖学基金奖励办法》等重磅文件出台。面向
全国公开招聘名师、名校（园）长，匹配安家补助、生活补
助、放宽年龄要求等柔性政策。引进的教育人才，最高
可享受一次性安家补助 80万元。

“职业幸福感爆棚。”市研究型名师、龙文区教师进
修学校副校长郑美玲感慨，放弃多次引进到厦门的机
会，因为龙文区的“厚待”“直抵人心”。原来，区里根据
郑美玲的专长，实行“三保留”：保留进修学校的工作，保
留副校长的职务，保留聘任高级教师职称。“这样的政策
在省内的教育人才引进中应该是首创。”

“心存感恩加油干。”到任 4 个月，郑美玲就开展区

首届幼儿园教师教学技能比赛；制定《龙文区基础教育
课题管理办法》《龙文区学前教育教研管理制度》。组织
教师申报提升教育质量专项课题，全区共立项了 41 个
课题，476 位教师参与，涵盖各个学校和学科。另外，立
项 5个省级课题，结题 5个市级课题……

“建设‘新样态’品牌学校。”有34年教龄的省级小学名
校长工作室领衔人张锦毅，来到龙师附小龙文分校担任校
长，同样到任4个月，学校的管理大变化，53个班级2568名
学生，6分钟可以做到“快静齐”地到达操场。龙师附小龙文
分校正式加入由江浙教育名家发起的“全国名校联盟”；1名
老师在小学语文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中获一等奖，为龙
文区在全国性赛事中的第一个一等奖……

“引育并举，教师队伍建设正在多维发力。”龙文区
教育局局长林溪圳说道，通过完善教师补充机制“引进
来”，2015 年以来，全区共引进、遴选和招考教师 1250
名，引进培养特级教师、省级名校长、省市级学科带头人
等共 95 名。深化教师培训机制“走出去”，组织 6000 多
人次教师参加各级培训，让更多的老师走出“固有天
地”，寻找先进的教育目标与奋斗精神。

同时，全面落实教师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公务员工资
收入水平；率先在各县（市、区）全面兑现教师住房货币化补
贴。坚持待遇向偏远农村倾斜，每人每月补助500元。

让教师尽展其才，使学校位得其人。“非编，并非低
人一等。在这里，不仅有奋斗成就感，更有一种师生成
长共同体的归属感。”正如颜雅鸿演讲所说，“和龙文区
的教育事业一起前行。”

“龙文以人为本，着力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旨
在进一步推动教育发展，补齐民生短板，造福更多群
众。”龙文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汪清桦如是说。

好的待遇保障老师好的待遇保障老师

图
说

鸿浦小学非遗进校园之何阳拳创新武术操 李杰 摄

（（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