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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共体”奏响教育共富曲

日报消息 （全媒体记
者朱柳融） 2月 28日，柳
钢集团海外市场推介会在
我 市 举 行 ， 通 过 “ 云 商
务”形式向 20个国家和地
区的 85家客商推介“柳钢
造 ”， 以 此 扩 大 “ 朋 友
圈”，拓展和深化海外业
务。

“ 柳 钢 集 团 推 行
ISO9001 及 IATF16949 质
量体系，建立起一整套从
原料进厂到成品的控制程
序，确保产品品质可靠稳
定……”推介会现场，柳
钢集团旗下的销售中心、
国贸公司、十一冶集团负
责人分别对柳钢集团钢材
产品及优势、国际贸易业
务、工程项目施工业务等
进行推介。

柳钢集团传递出的合
作热情，获得海外客商积
极响应。沙特阿拉伯一名
客商表示，当前，沙特阿
拉伯正在大力发展钢铁产
业，柳钢集团拥有技术实
力雄厚、品牌知名度高等
优 势 ， 期 望 双 方 能 在 投
资、贸易、技术交流、市
场营销与推广等方面进行
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会后，柳钢集团根据
对口业务情况，与有意向的海外客户进行一
对一商务洽谈。

柳钢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阎骏表示，
柳钢集团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致力
于打造国际一流钢铁综合服务商，正以“优
质产品+优质服务”全方位无缝对接客户个
性化需求，不断提升客户的满意度和品牌的
认可度。

据悉，始建于 1958年的柳钢集团，体量
位居世界钢企第 19位，钢材产品销售覆盖东
亚、南亚、欧洲、美洲、非洲等地区，其下
属子公司十一冶集团工程业务遍布欧洲、非
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2023年，柳钢集
团钢材产品出口量同比增长 506%，创下 5年
来出口最高水平。

柳
钢
集
团
举
行
海
外
市
场
推
介
会

推
介
﹃
柳
钢
造
﹄
扩
大
﹃
朋
友
圈
﹄

（上接一版）

加快高中教育“一体化”，
推动从“城区强”向“协同强”转变

柳州，向来被人们誉为广西基础教育
的人才高地，以柳州铁一中学、柳州高级
中学等为代表的一批优质高中在全国也享
有盛誉。

然而，与蒸蒸日上的城区高中相反的
是，柳州市所辖各县的大部分高中因为优
质师资、生源流失导致教育质量不断下滑
并 形 成 恶 性 循 环 ， 面 临 “ 县 中 发 展 困
境”。如柳城县每年招聘教师总是“入不
敷出”，有一年招聘 40 名高中新教师，却
流失了 38 名老教师；优秀学生甚至等不
到中考，小学毕业就到城区学校就读了。

柳州市县域高中的困境何尝不是全国
各地许多县域高中发展中遇到的普遍难
题。如何打破这种困局？柳州市给出的答
案是建立教育共同体，统筹谋划县中发
展，促进全市普通高中教育整体协调发
展。

2021 年 9 月，柳州市教育局等五部门
联合印发《柳州市教育共同体建设实施方
案 （2021—2025 年）》，率先在广西开展
教育共同体改革，推动城市优质教育资源
辐射乡村和薄弱地区常态化，积极探索从
教育行政管理、学校文化建设、管理团队
培育、教育人才培养 4 个维度，通过资源
链、制度链、协同链三链耦合，实现“以
城带县、以强带弱”组团式帮扶，助力全
市“教育共富”。

之后，柳州市开始组建市县高中教共
体，由市属高中和县属高中组建而成，其
中市属高中为牵头单位，县属高中为联合
单位。第一批市县高中教共体建设由柳州
高级中学、柳州铁一中学、柳州市第一中
学、柳州市第二中学、柳州市铁二中学与
县属高中组建而成，将城市优质高中学校
党建经验、教育教学管理经验、人才培养
经验向柳州市所辖5县的高中辐射。

“牵头单位每年要选派 1 名副校长或
优秀中层干部到联合单位担任校长或副校
长；每年要派出不少于 3 名骨干教师到联
合单位支教；选派优秀教师组建学科团队
推动教共体内教学研一体化建设，支持联
合单位人才培养。”柳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刘旻介绍。

根据安排，柳州高级中学与柳城中学
结成市县高中教共体。为此，自 2021 年
以来，柳州高级中学每年安排不少于 10
人到柳城中学定向支教，给予柳城中学师
生悉心帮扶指导。2022年 3月，柳州高级
中学副校长、柳南校区执行校长王伟华到
柳城中学担任校长，学校由此迎来了新发
展。

“柳高帮扶团队到位后，将成功的办
学经验和管理智慧‘嫁接’到柳城中学，
激发了教师的教学激情，促进了学校师生
的共同成长，学校高考成绩因此取得历史

性提升。”曾志勇说。
柳城中学的变化令人惊喜，同样的转

变还在三江、融安、融水、鹿寨等县的高
中发生。

柳 州 铁 一 中 学 校 长 龙 玫 介 绍 ， 自
2021 年结对帮扶三江中学以来，两校通
过管理共进、教学共研、资源共享等模
式，携手在人才培养、课程建设、师资培
训等方面深度合作，全方位助力三江中学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2023 年 7 月，柳州铁一中学数学骨干
教师于涛与 11 名同事接力来到三江中学
支教，他们一起从管理制度的规范完善、
教师能力的培养建设、学科骨干的储备优
化、学生能力的培养提升、学科资源的整
合利用等方面进行改革探索。

在三江中学校长李吉祥看来，柳州铁
一中学不仅组建专家团队指导三江中学新
课程、新教材、新高考改革，以教育改革
推动质量提升，还将柳州铁一中学的教育
精神、备考文化植入三江中学，为三江中
学带来先进办学理念、精湛教学技艺和实
用教育资源。

由于大力推进市县高中教共体建设，
柳州市高中教育目前正从城区优质高中

“ 一 家 独 大 ” 转 向 全 市 高 中 “ 全 面 开
花”，实现了从“城区强”到“协同强”
的转变：从 2023 年高考一本上线人数来
看，柳城中学同比增长 53.4%，三江中学
同 比 增 长 100% ， 融 水 中 学 同 比 增 长
27.8%，鹿寨中学超过 200 人并保持稳定
增长。

织好区域协作“一张网”，
推动从“有学上”向“上好学”转变

从 2022年 9月开始，每逢工作日，柳
州市柳南区和平路小学科研主任陈菲都要
驱车半小时到该校教共体结对学校——柳
江区拉堡中心小学，开启一天的教学工
作。在这里，陈菲有一个新身份——拉堡
中心小学教导处副主任，并负责给四年级

（2） 班学生上数学课。
“我在和平路小学任教 16 年，能到

乡镇小学挂职真的太幸运了。”陈菲说，
她不仅可以把知识教给更多学生，将教育
理念和教学经验分享给更多老师，也能增
长见识、相互学习。

“与和平路小学结对后，派来的骨干
教师在敬业态度、教育教学能力等方面起
到了良好的带动作用。”拉堡中心小学副
校长凌淑芳表示，通过实行周期帮扶共建
计划，包括教育管理、教学研讨、干部交
流、教师培训等，助力学校管理、教师专
业化等方面的发展与提升，实现了学校间
优质资源互补。

也是在 2022年 9月，柳江区成团第三
中学数学教师韦柳娟被派到结对的教共体
柳江区第二中学跟岗学习。“我之前 26 年
都在一所学校教书，到这里跟岗后，学习
到 了 很 多 新 的 教 学 经 验 、 班 级 管 理 模

式。”韦柳娟说，她回到原岗位后，可以
将先进经验用于教育教学。

柳江区第二中学校长韦满香表示，学
校与三都中学、成团中学、成团第三中学
共建教共体，通过互派教师、师带徒、课
程展示、教学开放周、培训等形式，让城
乡优质资源实现共享，推动探索教育共
富。

这只是柳州市大力推进区县教育共同
体建设的一个缩影。2021年 9月，柳州市
分三个层面开启教育共同体建设，分别建
设市县高中教共体、区县教共体和区域内
教共体。

“柳北区、城中区、鱼峰区、柳南区
为牵头单位，其他县区 （新区） 作为联合
单位组建区县教共体。”刘旻介绍，各县
区 （新区） 教育行政部门要互派优秀中青
年干部到对应县区 （新区） 教育行政部门
交流服务，牵头城区选择辖区内优质学校
与联合县区 （新区） 的乡村学校或薄弱学
校建设区县学校教共体，每个学段要建成
不少于1个区县学校教共体。

根据安排，柳南区作为牵头单位与柳
江区结成教育共同体。“我们组建了学前
教育阶段、小学阶段、初中阶段共计 13
个教共体，从管理模式构建、管理团队培
育、教育人才培养、教学教研引领四个维
度，对乡村及薄弱学校进行帮扶。”柳江
区教育局副局长杨福宏告诉记者。

随着教育共同体持续推进建设，柳州
城乡教育的差距越来越小。三江侗族自治
县古宜镇中心小学校长杨清感受尤为强
烈，在他看来，古宜镇学生正在经历从

“有学上”到“上好学”的转变，而这得
益于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学校与柳州市第四十六中附属小学
结成教共体以来，通过开展师徒结对、送
教、学生结对等多种形式的结对帮扶活
动，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促进了学校
教学、教研、管理等方面的全面提升，教
师的教学水平也飞速提升，2023 年学校
有多位教师获得县级以上优质课评比一、
二等奖。”杨清激动地说。

绘制教师发展“路线图”，
推动从“输血”向“造血”转变

2017 年，谢醒晓入职柳城中学担任
化学教师，这些年她见证了柳城中学如何
从谷底走出来，也在参与教共体建设过程
中不断成长。

“柳高团队来到柳城中学后的这三
年，是我成长最快的时期，团队里的老师
既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他们细致的工作
作风，开阔的学习视野，给柳城中学带来
了浓厚的研学氛围。”如今，谢醒晓已经
成长为学校的青年骨干教师，2023 年还
在柳州市班主任业务能力大赛中斩获一等
奖。

谢醒晓是近年来众多柳州教师成长的
一个缩影。柳州市在各级教共体建设过程

中，始终不忘培养教师队伍“常青树”，
推动受帮扶单位教师队伍建设从“输血”
到“造血”转变。

“要实现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关
键在于教师资源的优质均衡。”柳州市教
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潘旭阳表示，近年来
柳州市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结对帮扶，很
大程度上突破了青年教师尤其是乡村教师
的发展瓶颈。

柳州市教科所所长张献军告诉记者，
柳州市主要采取三种模式促进教师发展：
一是师徒结对精准帮扶。牵头学校和联合
学校的教师以“一对二”或“一对多”的
模式结为师徒，实行管理共进、教学共
研、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师生互动、差
异互补的精准帮扶新模式。二是名师工作
室辐射增效。组建跨地区教共体名师工作
室，发挥名师“1+N”的同心圆辐射作
用，为乡村教育持续“造血”。三是教研
共同体提升。通过集体备课、送教下乡、
名师讲座等形式，加强教共体单位间的深
度合作，提升教师发展内生动力，深度推
进受帮扶学校教师队伍整体跃升。

为了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柳州市
各教共体牵头单位不断推陈出新想“妙
招”。比如，城中区教育局推出“支教人
员展示周”，由城中区派往柳东新区和融
安县建设区域教共体的教师参加。城中区
教育局副局长肖雪霞介绍，所有教师必须
完成“五个一”——展示一个单元解读、
设计一份优秀作业、指导青年教师上一节
研讨课、上一节展示课或者做一个微讲
座、做一次评课交流活动。

此外，为了打破城市扩张带来的县城
及乡镇教师难招难留困境，柳城县以教共
体为基础，实施上划编制措施，实现县城
高中教师“市招县用”，即从柳城县上划
10 个编制给柳州高级中学，由该校招派
10 名教师到柳城中学任教，既解决了市
级学校直接派出教师导致的师资紧张问
题，又缓解了县城高中人才流失严重与优
秀专业人才匮乏的问题，实现教共体双方
共赢。

师资质量的稳定发展，带来了柳州市
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2022 年柳州
市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8 项，自治区教学
成果奖 42 项，获奖等次和获奖率在广西
领先。2023年柳州市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职
称评审通过51人，占广西评审通过人数1/
6，基础教育正高级职称教师数达 155 人，
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比达20%。

“截至 2023 年 11 月，柳州市建成教
育共同体 50 个，覆盖中小学、幼儿园共
计 129 所，构建起柳州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新格局。”潘旭阳表示，未来柳州市将采
取名师为中心、以一带众、以点带面的模
式，在县域学校培养更多“大先生”“带
头雁”“领头羊”，进一步提升县域教育
发展内生动力，推动柳州教育教学质量全
面提升。

（《中国教师报》记者 储召生
冯永亮 邓少东）

（上接一版）
分型培育对提升个体工商户整体质量有

很大帮助。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对全省10万名
个体工商户进行抽样调查显示，2023年盈利
的个体工商户占比，比2022年提高了2.48个
百分点。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依托精准的分
型数据，着力对“成长型”“发展型”个体
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提供支持，全省2023
年培育超过 1.86 万户“个转企”，同比增长
24.46%，数量和增速均创历史新高。

随着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建设、营商
环境持续优化，各类经营主体呈现较高活
跃度。据市场监管总局统计，2023 年，我
国 新 设 经 营 主 体 3272.7 万 户 ， 同 比 增 长
12.6%。其中，新设企业 1002.9 万户，增长
15.6%；新设个体工商户 2258.2 万户，增长
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