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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A01版）

（二）建设广东省城乡融
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为
什么是南海？因为使命必达
的责任担当，历史和实践的
选择。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

行地、实验区，南海创造了“全国

首富县”“广东四小虎”“中国县域

经济标杆”的辉煌。从当年“把

农村搞活变富”的南海样板、“六

个轮子一起转”的南海模式，到

扛起“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大

旗；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首创农

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到 2007 年

在全省率先开展“旧城镇、旧厂

房、旧村庄”改造；从 2015 年承

担全国农村土地制度三项改革

试点，到新时代“广东省城乡融

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南

海始终站在改革开放最前沿，敢

闯敢试、敢为人先，尤其是不断

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创造了以农村工业化带动城镇

化、城乡一体化的南海奇迹，堪

称中国城乡实现历史性变革、历

史性成就与历史性跨越的精彩

缩影。

改革开放40多年，南海走了

一条在集体土地上快速推进工

业化、城镇化的发展路子，但也

带来了“发展的副产品”问题。

统计显示，南海现状建设用地开

发强度高达52%，集体建设用地

占整个建设用地54%，集体工业

用地占工业总用地70%，现有的

612个村级工业园分布在280多

个村居，分属2304个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这些村级工业园占全

区工业用地58%，工业产值贡献

却不到10%。时至今日，依然是

“城不城、乡不乡”“村村点火、处

处冒烟”，土地利用碎片化、土地

产出率不高。

40年前，南海通过“六个轮

子一起转”走在全国前列。40年

后的今天，南海如何把改革进行

到底，开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新局面？“到2022年，城乡空间布

局明显优化，城乡高质量融合发

展格局初步形成。”“到2030年，

全面实现土地结构优化调整，城

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格局全面形

成。”省委深改委提出了5项重

点任务、21项具体措施，配套了8

项省级支持事项，给出了建设实

验区的时间表、路线图和任务

书。

思想大解放，改革再出发。

率先破解“快速发展”留下的问

题，率先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

充分问题，率先破解城乡二元结

构问题，南海再一次承担起先行

示范的使命，历史再一次选择了

南海，选择了改革闯将！

（三）建设广东省城乡融
合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南
海不仅要实现更高质量发
展，而且要为全国的高质量
发展带头探路、当好标兵。

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

国，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

哪一步，城市和乡村都将长期共

生并存。南海是改革开放的先

行区，经过40多年的发展积累，

城市格局、产业集群、人口结构

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但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也显现出

来。依靠要素驱动的发展方式

不可持续，环境承载压力仍然较

大，尤其是城市形态、产业层次、

生态空间等严重束缚高质量发

展。这不只是南海先发展起来

的难题，也是广东面临的新情

况、新问题。

南海是全国农村改革的一

面旗帜，更是全国城乡发展的一

面旗帜。改革开放40多年来，南

海之所以被誉为“改革闯将”，之

所以能成为“排头兵中的排头

兵”，关键在于始终高举改革旗

帜，走出了一条以问题倒逼改

革、以改革推动发展的“新路”。

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

改革创新实验区，为新时代广东

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经验

示范，归根结底要在践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上先行示范，要在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城乡融合发展重

要论述精神上先行示范。

建设广东省城乡融合发展

改革创新实验区，事关佛山南海

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全省“一

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既

是广东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的战略举措，也是省委市

委对南海寄予希望、寄予厚望、

寄予重望，承载着南海迈向现代

化的未来，寄托着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四）从全局和战略高度
把握和处理城乡关系，接续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层次
改革，南海正处在“中流击水
非奋楫不能进”的重要关口。

建设实验区是南海推进创

造型引领型改革的重大举措，是

南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源。要用好用足“允许直接复制

省其他实验区已获批权限”“优

先支持实验区复制推广广东自

贸区改革创新经验”“对于广东

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省级权

限试点政策，可同步在实验区实

施”等政策利好，将其转化为南

海推动实验区建设的具体行

动。要牢牢把握空间重塑这个

核心任务，构建南海“一轴一核

两带”空间格局；要着力夯实城

乡产业这个发展基础，加快构建

“两高四新”现代产业体系；要深

入贯彻生态优先这个发展理念，

打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南海样本。

建设实验区，关键要解决土

地、生态环境、产业融合的结构

调整问题，重点是建立健全有利

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

制。正因如此，不管是推动国土

空间布局全面优化，构建城乡空

间集聚新格局，还是深化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构建城乡土地节约

集约利用新格局；不管是加快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构建城乡产业

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还是强化环

境系统治理，构建城乡生态品质

同步提升新格局，都迫切需要南

海不断健全基层治理服务体制

机制，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更加需要南海继续解放

思想，更加需要一大批改革闯

将，更加需要遇水架桥、逢山开

路的改革创新精神。

建设实验区要激发土地制

度改革的活力，解放土地，解放

生产力。在生活空间、产业空

间、生态空间之间，农业和工业、

农村和城市之间，集体土地和国

有土地之间，进行大的调整和整

体优化，敢于破旧立新、善于推

陈出新。2020年起的三年内，实

施 20 个城中村改造，建设 10 个

农村居民新型社区；整合9万亩

村级工业园区，建设 20 个千亩

连片产业社区，建成5个万亩农

业示范片区。2020年起的十年

内，基本完成城中村改造，每个

行政村都建成农村居民新型社

区；将全部村级工业园区归并升

级为100个左右主题产业社区，

农业全面实现集中连片发展。

毋庸置疑，贯穿南海城乡融合发

展的这个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

好农村居民与土地的关系，创新

推动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机制，努力让农村更富饶、农民

更富裕。

省委深改委将实验区建设

近期目标定到2022年，远期目标

定到2030年。未来2至10年，是

南海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

期。南海未来30年的发展，关键

看今后十年，今后十年的发展，

关键看南海建设实验区开局起

步的这两年。

建设实验区既是攻坚战更

是持久战，要解决的是根本性全

局性问题。要处理好长期目标

和短期目标的关系、顶层设计和

基层探索的关系、增强群众获得

感和适应发展阶段的关系，平衡

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

和整体利益矛盾。要用改革开

放的精神，去突破原有的改革开

放过程当中所形成的路径依赖，

在实验区建设中真真正正重振

南海虎威，让实验区建设成为南

海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过程。

（五）顺风而呼，声非加
疾也，而闻者彰。

南海今天的改革，面对的是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是从“富

足”转向“富强”的问题。只有坚

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才能

不断突破禁区，不断自我超越，

不断开辟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新

境界。

昂扬向上应变局、勇立潮

头开新局。把广东省城乡融合

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成为

新时代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

示范区，创造更多可复制可推

广的南海经验，彰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南海一定

能扛起新使命、展现新担当、续

写新传奇。

“佛山班”目前的6名支教

老师还包括禅城实验高级中学

的陈锦荣、南海区黄岐高级中学

的王汉彬、顺德区第一中学的赖

毓和。在他们的倾力栽培下，

“佛山班”的成绩实现了质的突

破。“离最好的班还是有一定距

离，但在同等层次的班级中，‘佛

山班’的成绩应该是名列前茅

的。”林新明说。

黄河举了最近的一个数据

佐证。“上学期，在成都市2021
届高三毕业班摸底考试中，‘佛

山班’56位同学中有41人过

了成都市划定的‘本科线’，成绩

非常不错。”黄河说：“我们的愿

望是，尽最大的努力，让‘佛山

班’所有学生都能上本科。”

卷面上的成绩只是短期目

标。在黄河心里，还有另一个重

要的考量。

“我觉得在教学中要倾入更

多的人文关怀，以前教导学生，

可能会让他们努力学习，考上一

个理想的大学。但是，这个格局

还不够。”黄河深有感触地说，

“从佛山来的老师，都希望把先

进的教学理念带过来，教书更育

人。我希望学生们在学有所成

之余，能够回到家乡，为家乡做

贡献。”

在9月1日开学第一课上，

黄河组织学生收看直播，学习抗

疫英雄的先进事迹。“很多学生

深受感触，都表示要刻苦学习，

将来像这些前辈一样报效祖

国。”黄河说。

来盐源中学一个月的杜丽

兴，对此也深有感触。作为女老

师，她自带“亲切感”，很快就和

学生们打成一片。下课时，很多

学生还会过来搂着她，问她广东

的情况。

“我会教他们讲粤语，也会

给他们讲广东现在的发展情

况。”学生眼里闪耀的光芒，让她

感受到了他们想要走出大山的

强烈渴望。“这里很多学生，不要

说去广东，可能成都都没有去

过，有的学生离家最远地方就是

学校所在的县城。”杜丽兴说。

埋下的种子已经在悄然发

芽。

“佛山班”学生黄英的家离

学校比较远，“我很少回家，从佛

山来的老师们就像父母一样，陪

伴我、鼓励我。”黄英说，自己最

大的愿望就是努力读书，考上师

范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当老

师，为家乡做贡献。“有机会我想

去佛山看看，看一下这个温暖的

城市，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人。”

黄英说。

佛山老师点燃盐源学子希望
“佛山班”56位学生41人在高三摸底考试中过“本科线”

■记者手记

扶教育之贫
更要让教育扶贫

山的那边还是山。对于山

里的孩子，一旦开了眼界，便想

走出大山，然后呢？在采访中，

我们听到了不一样的答案：“我

想走出大山，但我更想在学有所

成后，回到大山，建设自己的家

乡。”

这种变化的背后，凸显了

“组团式”教育帮扶的功效。

2018年起，佛山利用先进的教育

理念、管理模式、教学方式、教学

手段在凉山州建立佛山普通高

中教学示范点，通过点位突破、

以点带面，辐射引领凉山州深度

贫困县普通高中教育教学水平

的提升，在盐源中学设立“佛山

班”，在佛山选派骨干教师，以组

团的方式全面负责“佛山班”的

教育教学工作（包括班主任工

作）。

高质量的教育扶贫是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贫

困家庭只要有一个孩子考上大

学，毕业后就可能带动一个家庭

脱贫。治贫先治愚，贫困地区和

贫困家庭只要有了文化知识，发

展就有了希望。

教书育人是春风化雨。在

盐源，“组团式”教育帮扶让孩子

们的理想从“走出大山”变成了

“回归故里”。教育扶贫，就像一

盏点亮了通向美好未来的路灯，

让山里的孩子眼里有了对未来

的光。他们坚信，只要努力奋

斗，就能打破贫困局面，打开更

广阔的天地。

文/佛山传媒集团融合报道组记者

程虹黄碧云

“化学反应方程式这里加什么？”
“两个水分子……”
在四川省凉山州盐源中学的高三（6）班，化学老师王汉彬

话音刚落，班里的学生便大声回答，课堂氛围十分活跃。这种场
景，放在佛山任何一所学校都不足为奇，但在凉山，却显得十分
珍贵。

巍巍横断山，润盐古道长。位于川西南腹地的盐源，境内多
山，若水茫茫，师资力量薄弱，学子求学之路异常艰辛。

佛山开展“组团式”教育帮扶，2018年在盐源中学设立1个
“佛山班”(即现在的高三（6）班)，选派佛山各区骨干教师，全面
负责“佛山班”教育教学工作，点燃了大山深处孩子们的求学热
情，让他们眼里有星河、心中有乡土。两年多来，这个“佛山班”
历次考试成绩均居年级同层次班级前列。看到实效的盐源中
学，在2019年又新增了1个“佛山班”。

“把这个几何图形分开后，三

个都是相等的，就像父母生了三个

孩子，都是同等对待的……”别具

一格的数学课，让“佛山班”学生杨

阿江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以

前没有听过这样生动的数学课。

老师讲得很形象，我们一下子就理

解了。”

让教学方式发生改变的，是一

群从佛山来的老师。

2018 年，得知组建“佛山

班”，三水区实验中学老师刘凯主

动报名支教。从“佛山班”设立之

初，他便负责该班的语文教学。由

于教学方式轻松活泼，生活上也很

照顾学生，学生送他外号“刘大

爷”。为了陪“佛山班”学生高考，

他两次主动申请延期。

“留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除

了政治站位外，还有情怀。”刘凯

说，盐源中学的师生对佛山老师很

尊重，这几年他与这里的师生相处

融洽。

2019年，三水区华侨中学老

师黄河来到盐源中学，担任“佛山

班”班主任及数学老师。2020年，

他像刘凯一样，主动申请延期，希望

陪“佛山班”学生一同冲刺高考。

一年后，高明区第一中学老师

杜丽兴也来到盐源中学，担任“佛

山班”的物理老师。“我是主动报名

的，过来支教就是想让自己的职业

生涯更有意义。希望能发挥所长，

调动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兴

趣。”

以学生为主体，让他们更加主

动地学习，这是“佛山班”老师倡导

的教学模式。因此，“佛山班”成立

之初，就将56名学生分成7个学

习小组。

这种新颖的学习形式也受到

学生们的热烈欢迎。

“读初中时，遇到不懂的问题，

要么自己解决，要么找老师，同学

间很少互动。”“佛山班”学生何龙

一说，“现在是小组合作，组内成员

各有所长，不懂的问题不一定非得

找老师，问小组同学就解决了。”何

龙一认为，这种方式可以很好地调

动大家学习的积极性，学习劲头更

足，学习成绩也提高了。

在盐源中学校长林新明看来，

“组团式”教育帮扶，就是佛山老师

把佛山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凉山，

在教育改革上起示范引领作用，

“佛山老师讲课，本校老师都可以

去听，课后交流，一定程度上能给

本地老师的教学工作带来启发。”

一群老师的薪火相传

A02 2020年10月9日 星期五

责编 王崇人 美编 徐文霞

要走出大山更要回归乡土

■王汉彬老师在给同学们上课。 珠江时报记者/程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