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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市乡村振兴视域下教育对口帮扶作用及路径研究 
陈学敏 

（昭通学院人文学院  云南昭通  657000） 

摘要：穷在思想，穷在意识，穷在观念，这需要帮扶对象和被帮扶对象都转变思想观念，在新时代乡村振兴政策框架下，以教

育精准帮扶为抓手，以对口帮扶为有力措施，点对点落实；以读书兴家、学习致富为动力，斩断贫困源，开掘致富路，从学生和学

习抓起，把教育对口帮扶是否出成效作为检验乡村振兴工作是否落实到位的重要标准， 大程度整合各种教育帮扶资源，充分发挥

优质教育资源长期服务乡村振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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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精准帮扶是昭通市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系

着百万人口的小康幸福生活持续发展和这个人口大市的长治久安，

需要教育持之以恒、久久为功，需要“咬住青松不放松”的精神，

一抓到底，抓出成效。 

一、昭通市基本情况 
进入新时代，昭通已迈入小康社会，作为革命老区的昭通虽然

与全省、全国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自然的、历史的

多种因素，教育事业和经济建设一方面长期投入不足，国家财政支

出总额比重低。另一方面发展不平衡，提供的服务质量也不高，老

区开发不够，昭通至今仍然是欠发达地区。昭通发展条件差，天气

不尽人意，自然灾害多，土地贫瘠，广种薄收。 

昭通产业滞后，虽有千年五尺古道，然交通闭塞的顽症持续多

年，沉睡的昭通产业开发较晚，枕戈待“兴”，昭通群众收入低，走

不出大山到外面的世界看看，前瞻后顾，畏首畏尾，生产技能单一

低下，谋生办法不多，跨越发展亟待改变。 

而制约昭通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欠发达、师资人

员不足、整体水平不高的问题。不计自然减员，“十四五”期间昭通

市教师缺额千逾人。尽管昭通市已全面实现了“两基”，近年来全市

加大了本科教师的补充力度，但仍然有较大的缺口，且补充的本科

教师中外地引进人数不少，留不住的问题依然存在。据教育统计报

告显示，昭通市师资学历已基本达标，但教师知识、技能等素质亟

待提高。 

二、教育对口帮扶的目的意义 
（一）教育对口帮扶，是满足老区人民教育要求，实现共同发

展富裕的重大举措。 

在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下，老区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要求公平接受高水平教育的愿望日益强烈。加大教育帮扶力度，进

行教育对口帮扶，是提高落后地区人口素质的主要渠道，是使老区

脱贫致富乃至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措施，是补偿老区人民革命

战争中的重大贡献和昭通经济社会发展失去的时间与机遇，加快小

康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事业建设步伐，满足革命老区人民享受教育

公平的非常之举；有利于增强老区内部造血功能，加快革命老区人

民蒲共同富裕步伐，从根本上提高革命老区人口素质、人才素养的

问题，促进老区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二）教育对口帮扶，是完善和优化全市基础教育结构布局的

重要补充，是促进区域性基础教育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十四五”以来，昭通市基础教育得到持续、快速发展，但与

全国相比，明显滞后，人均受教育年限不长、文化水平层次仍然不

高，进行教育对口帮扶，有利于扩大基础教育供给，改善基础教育

落后的现状，调整和优化基础教育结构布局，整体推进各级各类教

育协调发展。这种举措与经济社会结构是相衔接的，与乡村振兴的

实际需求是相适应的，与小康社会文明进步是相互促进的，遵循了

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充分考虑了不同地区、不同学段的

差异，进一步满足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步缩小地区间基础

教育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的差距，促进区域性基础教育协调发展。 

（三）教育对口帮扶，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促进昭通跨越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昭通是革命老区。镇雄、彝良、威信三县是云南省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五个革命老区县中的三个县，属国家重点帮扶的贫困县。 

1935 年 2 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进入威信，中央政治局

在此召开了“扎西会议”，组建了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和红军川滇黔

边区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策应红

军主力北上，1936 年秋建立了云南支队，在威信建立了县人民政府

和 15 个乡革命委员会，在镇雄县建立了“白皮红心”的两面区政权，

云南支队和根据地各族人民一直坚持斗争到 1947 年 2 月，历时 12

年之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要贡献，在

中共党史和中国军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由于主客观原因，

在进入新世纪前，昭通的发展投入远远不够，发展缓慢滞后，昭通

人民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还是在艰难前行在和平年代

里，他们坚韧不拔，艰苦奋斗。先天不足，后天可补，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在全民迈步小康的路上一个也不能落

下，我们有信心在努力拼搏、自力更生条件下，适当争取到国家、

省在财力物力上的支持，把改善民生作为着力点，把乡村振兴作为

大的民生工程，教育对口帮扶，抢抓机遇，保持定力，正视问题，

脚踏实地，迎难而上，勇挑昭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担，着力打造教

育振兴工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

重要讲话精神，为昭通实现后发赶超的跨越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夯实重要基础。 

三、教育对口帮扶的措施和途径 

（一）全市教育一盘棋，要统筹安排。 

要把教育对口帮扶纳入全市教育考虑，统筹兼顾，优先实施，

构建大教育格局。把教育对口帮扶作为全市工作重点抓、抓重点，

确保教育对口帮扶专项资金到位不缺额、思想教育到位不缺位、师

资力量到位不缺席，帮扶措施到位不缺省。 

（二）教师队伍振兴，教育才能振兴。 

教育振兴，首先是要让老师思想上教育振兴。只有老师思想上

教育振兴了，才能身先士卒、为人师表，团结和带领学生一起教育

振兴。在当前城乡教师趋于饱和状态下，可以大 阔斧进行人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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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改革，对混日子的害群之马必须清理门户，同时高薪、大量招聘

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为教育振兴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环境。 

（三）立足本体，提高教学质量。 

教育振兴，从根本上说是提高教学质量，提高人口素质，提高

生存技能，提高经济收入，提高生活质量，这是前后关联紧密的系

列因素。要提高教学质量，首先是把老师从繁重的教学任务中解脱

出来，让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学习；其次是互联网时代，把老师从碎

片化学习中解救出来，让他们全面、系统、深入钻研教学内容，而

不是在教案中拼凑散乱、肤浅的知识去应付学生。再次是把老师从

落后的思想中的解放出来，变消极、被动学习为积极、主动学习，

自觉“充电”“增能”。 

（四）教育对口帮扶要落到实处，严格要求。 

教育对口帮扶需要大量政治素质较高、专业基础扎实、实践能

力较强的人才保障，要把人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人力优势，静

得下心来、弯得下腰来、沉得下身来，让每一所农村学校、每一个

留守儿童、每一个失学儿童，实实在在地得到人力支持和智力支撑，

勿让教育对口帮扶成为“雷声大雨点小”、“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的摆设与造型。 

教育对口帮扶，就是把广东等沿海地区的先进思想经验带过来、

借鉴过来，制定科学可行的教学评价机制，评价教师的教学水平不

唯分，而唯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和特长得到发展；教师也要参加学业

水平、教学水平测试和考核，确保高师出高徒、名师出人才。 

（五）以学生为本，改善学习生活条件。 

加大经费投入，加强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学校学生寄宿条

件，让家庭困难学生、路途较远学生尤其是留守学生在学校应住尽

住，使学生一日三餐吃住不愁，读书无忧，能安心把学上、把书读。 

（六）教育对口帮扶需要智力帮扶，思想先行。 

昭通市教育发展相对滞后，而滞后的瓶颈在于教育人才的缺乏。

教育对口帮扶，需要大批高素质、高层次、高技能人才的支撑。以

广东为首的沿海开放发达城市，师资饱和雄厚，思想开明开放，开

拓进取精神强，教育技术先进，对口帮扶边疆落后地区、帮扶支教

是有实力、有条件的，可源源不断派出精干力量，手把手，带头干，

强势带动欠发达地区教师解放思想，扎实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着力

推行素质教育，大力提高教学质量水平。 

（七）思想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并重，让学生自强、自立。 

在学生学习生活之余，创造条件，组织学生进行力所能及的劳

动，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让学生牢固树立科学的“三观”，

养成良好的品行习惯，练就健康的体魄和健康的心理，自觉投身社

会实践，自强、自立，从而带动整个家庭的富裕发展，推动整个社

会的文明进步。 

（八）依托昭通学院，整合高等教育资源对口帮扶。 

昭通学院已于 2012 年 3 月升格为本科，现在校生已突破 1.4 万

人，它的前身原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师范教育历史悠久、传统

优良、积淀深厚，教风严谨、学风浓郁、人才辈出。学生十之八九

来自农村，与农民、农村有天然的纽带关系，让在校大学生顶岗实

习支教，送教下乡，进村入户，服务农村，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基

层党建方面，积极宣传动员立志服务农村、扎根农村的在校优秀大

学生入党，在党员数量计划方面给予倾斜，有利于扩大优质顶岗实

习支教学生数量。对学分管理、评先选优、就业考试等在同等条件

下优先照顾，让教育对口帮扶的大学生摆脱后顾之忧的困扰，做到

胸中有丘壑、肩上有担当，一心一意对口帮扶搞教育；心中有底、

帮扶有劲、言传身教，点亮被帮扶教育学生的希望之灯，教育才有

成效，乡村振兴才能成为现实。 

（九）城市对口帮扶农村，不出水平不走人。 

对城市各学校的师资力量作出相对稳定的动态评估，每年抽取

不低于三分之一的优质教师（无论是否评上高一级职称职务）到农

村支教 2 至 5 年不等，同时防止农村支教事业走马观花、蜻蜓点水，

要因地制宜、因学生情况划定标准，不教出成绩不能走人，持续促

进农村学生学业水平不断提高。 

（十）教育对口帮扶，与公平教育同步实施。 

越是需要教育对口帮扶的地方，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相对更差，

无论是原址办学，还是把学生并入附近乡镇中小学进行免费寄宿制

学习生活，都重新需要安排大量优秀的师资，让学生真正接受更加

良好、更加公平的教育。通过和谐美好教育环境的营造，学生迫切

读好书的要求的满足，家长积极送子女上学的意愿的实现，增添学

生及其家长治贫治愚的信心和希望。 

（十一）解放学生思想，接受职业技能教育是乡村振兴重要途径。 

昭通市人口众多但文化素质偏低，人口密度大但农村剩余劳动

力少，人力资源丰富但职业技能不强。绝大多数外出务工人员由于

素质低、没有一技之长，只能从事脏累苦险工种，收入低、稳定性

不强。随着全国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文化素质低、无一技之长的务

工人员越来越难适应市场的需要。而乡村振兴中的读书致富不能是

一条路，也不会是唯一之路，所以，教育对口帮扶要真正做到因材

施教，让每个学生都得到发展、为自己定好位，找到适合于自己更

好生存的途径。可根据每个被帮扶学生的爱好和特长，从小进行职

业技能教育思想铺垫，引导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志于职业技能

培训，形成一技之长后致力于服务社会、造福家庭。 

（十二）民办资源共享，学生分流。 

昭通大量民办师资集中在城区办学，一定程度上形成生源少、

师资浪费情况。可让民办学校学生分流到其它中小学接受教育，民

办学校优质教师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可安排到落后地区支教，同

工同酬、优劳优酬。 

（十三）加强组织领导，为教育振兴提供坚强保障。 

成立专门机构，加强组织领导，各级领导和学校领导、老师要

签订责任书，量化指标，确保教育振兴有人管、有人抓、有人做，

防止责任书轮为一纸空文。严格落实责任追究机制，对未落实责任、

责任不到位的，要强化责任追究，为教育振兴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组织保障和纪律保障。 

四、结语 

教育对口帮扶，党委政府的重视是先导，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

是重点，家长的支持是关键，学生的积极上进是根本。只要全社会

共同关心关注，群策群力，帮扶帮到点子上，务必办实事、求实效，

打赢教育振兴这场硬仗就势在必得，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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