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娃娃坐在教室里读书就是硬道理”
——普格县荞窝镇控辍保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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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倪秀 陈朝和）“我一

定会将这种帮助和关怀化作前进的动

力，努力让‘圆梦’变成‘梦圆’。”9月 3
日，江苏中远助学帮老基金会在成都市

青白江区大弯中学捐资设立的首届“圆

梦班”正式开班。开班仪式上，学生代

表肖薇向爱心人士表达谢意。大弯中

学“圆梦班”是该基金会在全国捐助开

办的第 23 个“圆梦班”，是成都市首个

“圆梦班”，首期受助对象为 2020 年应

届入学的 51 名高一学生，每学年每人

5000元。

开班仪式上，江苏中远助学帮老基

金会发起人、原理事长徐中远通过视频

讲话。他说从 2013年江苏中远助学帮

老基金会成立以来，已经举办了 22 个

“圆梦班”，受助学生超过 1500人，资助

金额超过 2500万元。他勉励大弯中学

“圆梦班”受助学生排除万难、奋勇向

前，勤奋读书，立志成才，为家乡父老争

光，也要胸怀天下，在大学毕业、走上岗

位后将爱心传递下去，成为回馈社会的

爱心志愿者。

省委教育工委委员，省政府教育督

导委员会专职副主任、教育厅总督学傅

明在开班仪式上谈到，长期以来，四川

省委、省政府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扶贫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

彻落实国家关于教育扶贫重要决策部

署，在教育扶贫工作中进行了一系列积

极有效的探索和实践。江苏中远助学

帮老基金会深耕教育扶贫事业，将资助

与育人结合起来，成立“圆梦班”助学品

牌项目，帮助大批贫困学子圆了大学

梦，尤其值得钦佩。他坚信，在江苏中

远助学帮老基金会的辛勤耕耘下，全国

“圆梦班”必将蓬勃发展，培育出一大批

国家栋梁，为建设教育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

记者从开班仪式上获悉，该基金分

为学生学习生活资助资金、教师奖励资

金两部分。学生学习生活资助费主要

用于学生课本费、生活费、学习用具费，

每生每学年 5000 元，高中三年合计 90
万元；教师奖励资金每学年为10万元，

三年合计为30万元。同时，进入“圆梦

班”的学生仍可申请其他捐资助学项目

和同等享受国家已有的教育资助政策。

而进入“圆梦班”的学生，必须要同

时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家庭生活贫困，

二是品学兼优，中考成绩符合所在高中

的录取要求。在符合学校录取的同等

条件下，家庭生活贫困的孩子优先。大

弯中学“圆梦班”每年面向全市招生，学

校推荐，自愿报名。在参考初中学业水

平考试成绩的基础上，由大弯中学进行

一次文化测试及面试，确定入围人数。

大弯中学校长赵泽高则表示，学校

将以责任之心用好善款，配优配强师资

队伍，做精做细教学管理，努力把大弯

中学“圆梦班”办成中远助学帮老基金

会捐资助学的示范和样板，办成引领大

弯中学创新发展的旗帜和标杆，进而带

动青白江整体教育发展。

“俄底小杨你咋又没去上课，跑到哪里

去了？”普格县荞窝镇分管控辍保学工作的

副镇长杨洪对着电话那头问道。“杨叔叔我

没跑，我请假看望生病的亲戚了。”电话那

头传来一个大男孩的声音，“我以后会好好

上学的。”听罢，杨洪的神色缓和下来，挂断

电话，他告诉记者：“荞窝镇自主搬迁居民

多，控辍保学工作难度大，但越是困难，我

们越要迎难而上，因为让娃娃坐在教室里

读书就是硬道理。”

荞窝镇位于 248国道旁，交通便利，当

地气候宜人、土地肥沃，曾是监狱农场。农

场搬迁后，不仅普格县各乡镇，甚至凉山州

其他县也有不少居民搬来此地定居。据统

计，荞窝镇居民来自全州14个县的33个乡

镇，被称为“小小凉山”。该镇现有人口

21900 余人，其中适龄儿童有 7007 人。居

民们长期以来早婚早育、重生不重养的观

念，也使得荞窝镇过去辍学学生众多。早

期自主搬迁的无序，导致管理困难，进一步

加剧了控辍保学工作的难度。2019年第一

季度，荞窝镇辍学学生多达1000余人，但经

过政府、学校、村委的努力，截至记者发稿

前，荞窝镇已经劝返所有辍学学生。

摸清底数，想尽办法把娃娃劝回来
由于荞窝镇居民多是易地搬迁而来，

户籍所在地在外地，户籍和学籍信息与实

际情况不相符的情况很普遍，因此，摸清底

数是控辍保学工作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2019年，凉山州控辍保学系统中，荞窝镇的

辍学学生是 600多名。为了确保数据的准

确性，荞窝镇组织乡镇、村组、第一书记、驻

村工作队等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做到

“人人见面、不漏一户一人”，又调查出近

400 名辍学适龄儿童。“我们一定要把这

1000多个娃娃送回学校！”当时杨洪刚接管

控辍保学工作，他充满干劲和信心。

按照普格县控辍保学“七长”责任制和

“双线八包”工作机制要求，荞窝镇每个干

部都分别联系 10户居民，随时把握居民子

女的就学情况。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学校延

迟开学。复工复产后，许多学生又按捺不

住，外出打工。俄底小杨就是荞窝镇委洛

小学的学生，漫长的寒假让他无所事事，村

里的工头带着他外出打工。4月，学校开学

不见俄底小杨报到，学校校长联系家长，但

是家长也不知道他身在何处。几经周折，

杨洪终于通过电话号码，查明他在东莞。

电话打过去，俄底小杨说：“我在外能

挣到钱，不想读书了。”“不读书就没有出

路。”杨洪反复劝了多次，但是效果并不

好。后来的一次电话中，杨洪让俄底小杨

去问问厂里领班的工资和学历。经过对

比，俄底小杨这才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

表示愿意回学校读书。

俄底小杨回到西昌时是凌晨4点，委洛

小学的校长安哈地已经在车站等着他，他

一走出车站，校长就迎上去为他披上外

衣。俄底小杨先是沉默着，上车后他告诉

校长，以后一定好好读书。

教育融入生活，才让学生留得住
“我今年 9岁，上一年级了。”荞窝镇中

心小学校学生吉好莫惹牛小声地回答记者

说，“上次考试，语文考了83分，我很喜欢语

文课。”荞窝镇中心小学校校长唐正华介绍

说，吉好莫惹牛家是建卡立档贫困户，家里

只有妈妈带着她和姐姐，前两年，妈妈带着

她在外打工，去年，在政府的帮助下，妈妈

在镇上找到工作，她也顺利入读。

唐正华告诉记者，学生辍学一方面是

跟随父母外出打工；另一方面是留守儿童

不仅缺乏父母照顾，还要照顾弟弟妹妹，从

而无心学习，辍学在家。“要留得住学生安

心学习，学校就不能只教书本上的知识，还

要教给学生生活技能，帮助学生解决后顾

之忧。”他说。

考虑到学校留守儿童居多，学生衣服

坏了需要缝补，几年前，荞窝镇中心小学购

买了 12台缝纫机，初衷是教会一些有缝纫

兴趣的学生使用缝纫机，周末时，帮助学生

缝补衣服。后来，该校在此基础上组建了

民族服饰制作与创新小组，学生们不仅能

学缝纫技术，还进行一些民族服饰的创新

设计。“2015年，学生们还在中国彝族服饰

大赛上获得优秀奖，同台竞技的还有行业

内的专业团队。”唐正华自豪地说，“学校现

在的校服也是学生们自己设计的。”

解决了“衣”，学校又想办法解决学生

“食”的问题，开辟了校园小农场。“学生可

以在这里学习种植蔬菜，放假回家，可以试

着种一些。”唐正华说，农场里还养了鸡鸭，

农场的收成会进入学校食堂，改善学生伙

食。

普格县控辍保学办相关负责人陈松认

为，控辍保学工作，不仅是把学生劝回来，

更要留得住，而留住学生就得靠学校提升

教学质量，优化教学环境，丰富课程和课余

活动，用质量、环境、活动留住学生。“6 月

底，教育厅在普格县启动凉山州未摘帽县

片区学校‘一对一’精准帮扶提升工程，这

必能提升学校的办学质量，为控辍保学增

添一重保障。”他信心满满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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