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颗小鸡蛋 爱沐山里娃

山西河曲：“一颗鸡蛋工程”改善中小学生营养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是家庭的责任、 社

会的责任， 也是党和政府的责任。2009年，
河曲县委、县政府将中小学生“一颗鸡蛋”
营养改善工程的实施列入全县为民兴办

的“十件实事”之一，启动了改善中小学生
营养的“一颗鸡蛋工程”，全县7000余名寄
宿制中小学师生吃上了免费的新鲜鸡蛋。
此外 ，由县委政府买单 ，于2010年实施高
中寄宿生“二两肉”营养改善工程，也得到
师生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农民的孩子， 不仅是农民家庭的孩
子， 也是县里大家庭的孩子， 是国家和社
会的孩子 。 农村中小学住校生的营养问
题 ， 应该成为扶贫开发的重点 ， 成为公
共财政的责任 。 ” 在河曲县领导看来 ，
“一颗鸡蛋工程 ”， 不仅解决了孩子们的
营养问题 ， 而且也是德育教育的一个有
效途径 。 能够潜移默化培养孩子们热爱
党、 热爱国家、 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

2008年， 河曲县领导在旧县中学改造
一新的餐厅里、 在赵家沟小学拥挤的学生
宿舍中， 看到孩子们简单而单调的师生伙
食： 白面加土豆。 简陋的灶事条件加上农
村人营养意识的淡薄， 孩子们很少能吃到
肉、 蛋、 奶， 营养不均衡， 导致孩子们有
不少是 “眼镜” 和营养不良。

据河曲县卫生疾控中心2008年对全县
中小学生体质检查的一组数据显示： 全县
中学生近视率 32.5% ， 营养不良检出率
9.8%， 身高不达标的比例为5.2%； 全县小

学生近视率15.6%， 营养不良检出率6.3%，
身高不达标的比例为4.7%。

经过一段时间调研， 河曲山区农村孩
子尤其是寄宿学校孩子们的营养问题仍然

是个大问题， 不能忽视。 有必要通过政府
营养干预， 提高学生的营养水平、 健康水
平。 这是在这种背景下， 河曲县 “一颗鸡
蛋营养改善工程” 列入全县年度 “十件实
事” 启动实施了。 2009年2月， 在全县三
级干部会议上， 领导说： “在岗的三级干
部应确立大家庭观念， 要像对待自己的父

母一样对待长者； 要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
对待全县儿童”。 2009年3月5日， 全国学
雷锋活动纪念日， 河曲将这一天安排为全
县中小学生营养改善工程的启动日。 从这
一天起， 全县35所寄宿学校， 从高中、 初
中到小学的住校师生， 人人每天吃上了一
颗由政府提供的免费鸡蛋。

一颗鸡蛋虽小， 却事关孩子的健康成
长， 事关党和政府关爱的落实 ， 一颗鸡
蛋工程的实施 ， 涉及到资金保障 、 管理
配送 、 质量监督等许多方面 ， 是个 “大
工程 ”， 为了把这件好事办好 、 实事办
实， 河曲县出台了多项举措予以保障。

一是出台了具体可操作的 《河曲县中
小学营养工程实施方案》 和 《实施细则》。
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组长的领导组， 在领
导组的统一领导下， 设有统计管理中心、
资金管理中心、 监督举报中心、 宣传教育
中心、 健康监测中心， 各部门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对工程的落实予以保证； 二是
建立长效的经费保障机制。 河曲县 “一颗
鸡蛋” 营养工程的实施全部由县级财政来
买单。 截至目前， 五年来的近600万元鸡
蛋款已全部按季度按人数足额下拨到各寄

宿学校； 三是制订了完善的运作流程。 每
学年初由设在教育主管部门的统计管理中

心将全县各校寄宿师生人数统计后， 上报
资金管理中心 （设在财政局）， 资金管理
中心经由物价部门考察市场价格后核定经

费， 按季度足额下拨到各有关学校， 由学

校具体负责本校所需鸡蛋的采购、 贮藏、
管理、 加工 （蒸、 煮）、 发放、 登记等工
作。 纪检、 监察部门负责对工程的实施全
程进行监督。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面实施“一颗鸡蛋
工程”基础上，2010年5月，县领导到巡镇中
学调研时，了解到一些学生因家境贫寒、生
活费拮据，一日三餐从来不买肉菜，他提议
县委、 县政府对全县2600余名高中寄宿生
实施了“二两肉”工程，即针对高中学生学
习最紧张和体力、脑力最耗费的实际情况，
由县里向高中寄宿生每人每天免费提供二

两猪肉， 以进一步改善他们的营养健康状
况。县财政为此每年出资200万元。

“一颗鸡蛋工程” 实施以来， 河曲县
各寄宿制学校师生每天早晨人人都能免费

吃到一颗安全、 放心的煮鸡蛋， 师生的营
养状况明显改善。 全县寄宿师生受益， 老
百姓交口称赞。 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
会、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
全所、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以及山
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多位专家就实

施进行实地调研指导 。 认为 ： “一颗鸡
蛋工程 ” 是项大工程 ， 是地方党委 、 政
府在制度创新中落实社会主义公平正义

的有益尝试 ， 是关注民生 、 情系民生 、
服务民生的具体体现 ， 给国家有关部门
制订贫困地区青少年的营养干预措施提

供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 在西北贫困地区
具有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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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河曲县地处晋陕蒙三省区交

界处， 是黄河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文化
底蕴深厚， 拥有民歌、 二人台、 西口河
灯会三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来
崇文重教， 耕读传家， “家有黄金用斗
量 ， 不如送儿上学堂 ” 的观念深入人
心。 河曲历届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
支持教育工作， 上世纪90年代， 全民集
资办学， 举全县之力 “两基” 攻坚， 走
出了贫困县办大教育的路子。 河曲县教
育工作成为晋西北乃至晋陕蒙交界区的

领头雁、 黄河岸边的明珠。
进入新世纪以来， 随着改革开发的

深入， 周边旗县异军突起， 在经济迅猛
发展的同时教育投入大幅增加， 优质教
育资源不断扩张， 办学条件、 教师待遇
明显高于河曲， 一度出现了教师团体迁
移、 学生大量外流的现象。 同时， 随着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
的逐步提高， 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远远
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盼 ，
“择校热” 愈演愈烈。 教育公平面临严
峻考验， 寻求教育均衡发展的突破口，
成为该县一个重大课题。

近年来， 河曲县委、 县政府认真落
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把教育公
平作为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 把统筹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推进全县

教育科学发展的重中之重 。 在2010年
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提出了教育发展

的四大任务 ： “第一 ， 集中力量把河
曲中学建成校舍设施一流 、 教学质量
一流、 师德师风一流的省级示范高中；
第二 ， 要超常规发展职业教育 ， 建设
晋陕蒙三角区一流的职业教育中心 ，
把职业教育与县域发展融为一体 ； 第
三， 全面完成校安工程， 实现全覆盖。
继续抓好农村远教工程应用和义务教

育标准化建设工程 ， 解决突出问题 、
提高教育质量 ； 第四 ， 高度重视 、 大
力加强学前教育 ， 积极发展社区幼儿
园、 居民小区幼儿园， 改善条件， 提高
质量。

3年过去了， 河曲县推进县域内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

效 ，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 “河曲模
式 ” 正吸引着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
关注。

长远规划， 实施学校布
局大调整

持续推进的城镇化进程， 打破了河
曲县原来的基本平衡， 部分农村学校办
学困难逐步萎缩、 甚至成为空壳， 城镇
学校人满为患， 出现了 “农村散、 县城
满” 的严重局面。 优化学校布局成为河
曲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首要任务。
根据城镇化建设人口流动趋势， 结合新
农村建设 、 移民搬迁 ， 河曲县明确了
“高中阶段向城区集中， 初中向中心集
镇集聚 ， 小学向乡镇中心集聚 ， 新增
教育资源向城外埠和中心村集聚 ” 的
基本思路， 以 “一城五镇 （中心集镇）
八乡百村 ” 为重点 ， 每个乡镇建设一
所寄宿制小学 、 中心集镇保留初中 、
距中心集镇较远的千人以上大村保留

设置九年一贯制学校 、 交通不便的山
村保留小学低段教学点 。 这个布局调
整解决了长期以来农村学校分散 、 教
育资源浪费的问题 ， 又充分考虑到了
人口流动后的就学需求 ， 特别是九年
一贯制学校和交通不便的山村小学低

段教学点的保留 ， 满足了山区农村学
生就近入学的需求。

河曲县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在布局

调整中始终坚持一条原则， 即设置保留
的学校就一定要采取行政手段坚决扶

持、 倾力办好， 绝不放任自流， 任其自
生自灭 。 旧县镇是煤炭产区 、 人口大
镇， 是河曲县的重要门户。 旧县中学具
有50多年的办学历史， 20年前曾是河曲
初中教育的领头羊 ， 由于办学条件落
后、 教师学生外流， 到2008年在校生仅
有60多人， 成为频临倒闭的薄弱学校。
河曲县布局调整规划把旧县中学列为保

留学校后， 县政府将国家农村初中改造
工程项目放到旧县中学， 投资330多万
元改造了校舍 ， 新建了学生食堂 、 宿
舍， 按照省定标准配置了教育装备， 建
成了标准化的农村寄宿制学校。 其次，
公开选聘校长， 充实教师队伍， 提高管
理水平， 吸引外出学生回流， 目前在校
生已达到200多人。 学校突出 “三项管
理”、 打造特色寄宿制学校， 旧县中学
再度焕发青春。

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 特别是 “十
一五” 期间的全力奋战， 中小学布局调
整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由2001年的277所整合为现在的64所，
其中单办初中9所、 九年一贯制学校10
所、小学45所，另外保留了山区小学低段
教学点20个，中小学布局基本趋于合理。

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 河曲
县把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作为促进教育

公平的最高目标， 尤其是下大力气办好
每一所农村寄宿制学校 ， 使学生进得
来、 留得住、 学得好。 建立了以寄宿制
学校为主体和骨干的农村办学新格局。

从2007年开始， 河曲县结合城镇化
和新农村建设， 抓住国家实施农村寄宿
制学校建设工程、 农村初中改造工程、

采暖改造工程 、 “两区 ” 学校建设工
程、 农村远教工程、 义务教育标准化县
建设工程和校安工程的有利契机， 整合
多个建设项目和资金 ， 一次性规划建
设， 集中财力、 物力共新建高标准农村
寄宿制学校21所 ， 投入资金3200余万
元， 建成校舍5.5万平方米 。 其中， 新
建教室 2.6万平方米 、 新建学生宿舍
9000平方米 、 新建学校食堂 、 餐厅1.7
万平方米、 厕所3000平方米， 建起围墙
8000米、 硬化操场1.8万平方米 。 河曲
县政府于2009年又投资350万元进行了
寄宿制学校生活设施改造， 按照寄宿制
学校食堂建设标准和卫生要求， 购置了
先进的学校食堂设施设备。 通过5年的
大力建设， 河曲县寄宿制学校全部实现
了 “六有 ” 标准 ， 即有崭新明亮的教
室、 有舒适宜居的宿舍、 有干净卫生的
食堂餐厅、 有设施齐备的专用教室、 有
功能完备的操场 、 校校接入互联网 。
另外 ， 一些学校还建起了 “学生浴
室”。 寄宿制学校从办学条件到生活设
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 教育教学功
能和后勤服务功能基本达到了学校标

准化的要求 。 目前 ， 河曲县共有义务
教育阶段寄宿制学校24所 ， 寄宿学生
4215人 ， 占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
数的21%， 占到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的87%， 寄宿制学校真正成为农村教育
的主体和骨干。

加大投入， 搞好学校标
准化大建设

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 抓好学校校
舍、 设施、 设备等硬件建设是基础。 在
财政可用财力相对紧张、 大型建设投资
捉襟见肘的情况下， 河曲县在教育基础
设施建设上舍得投资。 2006年投入3000
万元实现了巡镇中学整体搬迁回城 ；
2009年启动实施了投资2.5亿元的河曲
中学新校区建设工程， 是近年来河曲县
经济社会发展中投资最大的项目工程。
同时， 河曲县借助国家政策， 落实配套
资金， 搞好教育重点工程建设。 2012年
又投资1800万元实施薄弱学校改造工
程、 新建两所幼儿园， 并列入全县惠民
十件实事之中。 使全县办学条件得到根
本改善， 在推进教育均衡发展中迈出了
坚实的步伐。

河曲县通过 “一年一事” 的教育系
列年活动， 集中力量、 集中精力， 搞好
学校大建设。 2007年是农村学校暖气改
造年、 2008年是农远推广应用年、 2009
年是义务教育标准化建设年、 2010年是
校安工程建设攻坚年、 2011年是寄宿制
学校管理年、 2012年是中小学质量提升
年等 。 河曲县委 、 县政府每年公开承
诺 ， 确定为民办的 “十件实事 ” 中至
少要列入一至两件教育实事 ， 如2008
年建立寄宿制学生住宿费全免和高中

特困生助学金制度 、 河曲中学新校区
建设工程两件实事 ； 2009年启动实施
中小学生一颗鸡蛋营养改善工程 、 中
小学校舍安全工程两件实事 ； 2012年
又投入1800万元实施薄弱学校改造项
目和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 新建
两所示范幼儿园两件实事等 。 一年完
成好一件或几件教育实事 ， 解决一个
或几个教育难题 ， 河曲县不断推进教
育均衡持续发展。

2006年以来， 在学校大建设中， 河
曲县累计调入资金4亿多元， 其中县级
投资和配套资金达3亿多元。 新建学校
39所、 建筑面积16.7万平方米， 维修校
舍25所、 1.3万平方米 。 其中改暖工程
投入460万元， 为全县35所农村学校安
装了采暖设备， 彻底消除了明火取暖的
安全隐患； 农远工程投入1300万元， 实
现了远程教育 “校校通”， 县城学校和
部分农村学校多媒体 “班班通”， 所有

学校都开设了信息技术教育课程， 实现

了城乡中小学优质资源共享和教育信息化

“全覆盖”； 义务教育标准化县建设投入
1600万元 ， 实现了图书 、 实验 、 教学仪
器、 音体美器材 “四配套”， 使全县农村
学校装备水平达到国家Ⅱ级， 县城学校达
到I级； 依托省明德援建项目， 投入700万
元建起4所明德小学； 投资1200万元建成
县职教中心教学大楼， 为职教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连续三年共计投资2.5亿元建
成8.6万平方米的河曲中学新校区， 为晋
西北省级示范高中乃至河曲教育插上了腾

飞的翅膀。 2009年通过了省级义务教育标
准化县建设达标验收， 2012年实施义务教
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 初步实现了河曲
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的基本均

衡。

用好政策， 实现农村教师
队伍 “大换血”
教师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 教育不均

衡除了办学条件不均衡外， 集中体现在教
师配置不均衡上。 河曲县推进教育均衡发
展的一个重要手段， 就是抓好教师和校长

队伍建设， 努力实现教师资源的均衡配备
和整体优化。

2005年河曲县中小学教职工编制1652
人， 30年教龄、 50周岁以上教师就有235
人， 且大多数是民师转正， 学历低、 能力
差， 加上过去财政紧张对教师补充不及
时， 整个教师队伍缺编代教多、 年龄老化
问题十分突出。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县
政府作出了 “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
决定”， 按照教育人事制度改革政策， 对
“3050人员 ” 实行提前离岗和内部退养 ，
核编清理临时代教168人， 为新招年轻教
师空出了编制和岗位。 建立了教师队伍长
效补充机制， 每年都要通过公开考试招聘
的方式， 录用补充新教师， 2005年以来累
计有594名优秀大学生走上教师岗位。 特
别是借助国家实施贫困地区农村学校特设

教师岗位计划， 2009年至2012年三年为全
县30所农村学校招聘录用大专以上特岗教
师347名， 其中音乐、 体育、 美术、 英语、
信息技术等农村学校普遍短缺的学科教师

79人， 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学校教师队伍的
学科结构和年龄结构。

针对学校临时空岗和发展寄宿制学校

生活教师短缺的问题， 河曲县政府参照国
家特岗教师政策， 财政每年列入预算拨款
140万元， 临时聘用180名大学毕业生到农
村学校顶岗支教。 连续10余年每学期接收
忻州师院在校大学生100人到农村学校实
习支教。 农村教师队伍的大量补充， 为农
村学校注入了新鲜血液， 基本实现了农村
学校师资队伍的大换血。 现在有700多名
大专以上学历的年轻教师活跃在农村学

校， 占农村教师总数的70%以上。
2011年9月， 河曲县教育局制定了教

师流动办法。 由县纪检、 人事、 编办等部
门共同监督， 通过采用自愿报名、 公开讲
课、 评委现场评分的办法， 公开选聘102
名农村教师到县镇学校任教 （其中县级以
上模范教师76人）， 基本解决了县镇学校
教师缺编问题。 使农村教师形成合理有序
的流动， 从体制上消除了过去农村教师为
了进城拉关系、 走后门、 不安心工作的不
良现象， 盘活了教师队伍一盘棋， 极大地
调动了农村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

此外， 河曲县还组建 “名师讲师团”，
定期深入农村学校交流支教。 由全县教师
中的省、 市级教学能手 、 学科带头人组
成， 首批拟定190人， 分配到全县各级各
类学校尤其是薄弱学校， 以 “师带徒” 的
方式结对， 培训派驻校的年轻教师， 实现
教师队伍素质的整体提高， 达到城乡师资
水平相对均衡。

目前河曲县教师年龄结构基本合理，
小学专任教师959人 ， 初中专任教师581
人， 高中专任教师295人。 45岁以下教师
占到专任教师数的70%， 其中30岁以下
423人， 31岁至40岁教师512人， 41岁至45
岁教师338人。

与此同时， 河曲县还建立了城乡学校
校长交流任职机制。 2008年以来选聘16名
农村学校中青年优秀校长到县镇学校及规

模较大的中小学担任校长或担任学区中心

校长， 选聘农村学校15名优秀中青年副职
走上校长岗位， 选聘县城学校8名副职到
农村学校任校长。 城乡学校校长的交流任
职， 很快把县城学校先进的办学理念、 管
理经验带到农村学校， 结合本校实际形成
了自己的办学特色。

激励机制， 重奖教育功臣
河曲县先后建立起支撑教育的多个激

励机制。 设立高考奖、 中考奖、 教学成绩
优秀奖和中小学 “名师” 津贴， 激励广大
教师教书育人、 奉献教育的热情。 从2005
年76万元到2011年396万元、 2012年的370

万元， 奖励额度节节攀升。
实行中小学教师 “名师制”， 建立了

教师激励机制。 2004年河曲县政府制定出
台了 《关于在全县中小学校实行 “名师
制” 的决定》 和 《关于高考、 中考奖励办
法》， 县委、 县政府设立了高考奖、 中考
奖、 跟踪考核奖和中小学名师津贴。 实行
中小学教师表彰奖励制度， 改单纯的荣誉
表彰为荣誉与物质奖励相结合， 县政府设
立奖励教师专项资金， 列入财政预算。 名
师指标按比例直接分配到校， 每个学区和
初中校至少保证一名 。 高中按专任教师
10%的比例评定， 初中、 小学按专任教师
5%的比例评定 （2012年分别提高到15%和
10%）。 名师津贴标准为 ： 高中每人每月
300元， 初中每人每月150元， 小学每人每
月100元， 结合教师年度绩效考核 ， 实行
一年一评的办法 ， 在每年教师节大会上
连同县模范教师一起表彰奖励 。 截止到
2012年 ， 全县累计表彰高中名师 302人
次 ， 初中名师425人次 ， 小学名师438人
次， 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
性。

河曲县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取得了初步成效， 全县所有义务教育学校
基本达到省定办学标准， 办学条件基本均
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全面落实， 公
用经费拨款标准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保障
水平基本均衡； 教师队伍建设取得明显成
效， 教师配置基本均衡； 进城农民随迁子
女、 农村留守儿童的就学得到较好落实，
不同社会群体受教育机会基本均衡； 素质
教育深入推进， 教育质量显著提升 , “择
校热”、 “学生外流” 得到基本解决。 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带动了教育整体结构的优

化， 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 、 普通高中教
育、 中等职业教育等各类教育协调发展，
为全县教育的科学发展、 可持续发展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 河曲职教中心建起实训大
楼、 增设汽车维修专业， 通过省级验收。
河曲中学成为晋西北8县省级示范高中 ，
办学水平有了较大提升。

目前， 河曲县农民工适龄子女也全部
按规定就近入学， 保障了农民工子女的受
教育权。

高考名列忻州市前茅。 近几年来， 河
曲县高考二本以上达线人数 、 达线率连
年稳步攀升， 2003年以来共有7名优秀学
子考取清华 、 北大 。 2009年高考二本以
上达线人数 202人 ， 2010年达线 228人 ，
2012年达线248人 ， 尤其2011年达线 296
人， 其中两名学生考入清华， 1名考取南
开， 创历史最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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