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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感恩 人生的第一课
——达川中学校长张琪达州 周

刊Education
教育

2017年4月6日 星期四

官方微信 dzwbwx 官方微博 dazhouxinwen 报料热线：18989177900

第09版

主编/张燕 编辑/张黎丽 杨航

DAZHOUJIAOYUZHOUKAN

协办单位： 达州市教育局

本
期
导
读

11版●女儿早恋了，我们该怎么办？

12版●家长会——平静的力量

经济 人们更关注教育
近年来，随着达州经济飞速

发展，很多市民在不愁吃穿后，
将目光放到关注自身和孩子的未
来上，加大了对养老以及教育的
重视和投资。记者在采访中发
现，大多数将孩子送到成渝绵读
书的家庭都在当地买了房，网络
数据调查显示，平均每年成都有
接近两万套房子被达州人买走，
赴重庆看房买房的达州人也在逐
年增多，其中有不少人是为方便
孩子读书而购房。为了孩子的未
来，家长们不惜血本也会买下一
套房，他们愿意拿出这笔钱进行
投资。

交通 距离“变短”
除开经济上的原因，越来越

便捷的交通也是促成达州家长选
择将孩子送到外地读书的原因之
一。“我们读书时坐车去成都要
15个小时，一来一回差不多就要
两天，现在只要2个半小时。”45
岁的程浩说，90年代到成都一个
来回就得花费2天时间，现在动
车只要2个多小时。便捷的交通
让人感觉地域变小距离变短，去
成渝等地并不比到达州各区县更
费时。可以在周末去陪孩子，是
不少家长接受孩子去外地读书的
原因。

环境 觉得大城市更好
“我送孩子外出读书，就

是觉得大城市的优质教育资源
更多，学习氛围更好，更有利
于孩子的成长。”孩子在绵阳读
初二的家长谢俊林说，以前达州
的教育环境还挺不错，可随后几
年就下滑得厉害，一些学校学习
氛围不浓厚。他姑姑家的孩子受
同学影响小小年纪就早恋，学习
成绩一塌糊涂。所以他选择将
孩子送出去读书，就是看重大
城市优质教育资源更多，环境
更好。

心理 要面子从众、攀比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还有不

少家庭将孩子送出去的原因是攀
比、从众心理作祟。他们看别人家
的孩子去了外地读书，也按捺不
住要挤上这列爆满的“火车”，可
孩子送出去后，不少人因为学习
压力大、独立生活能力不强等原
因，又回流达州。“我有个朋友看
到我家的孩子到成都读初中也把
孩子送出去，结果家里经济跟不
上，读了一年又回来，孩子的成绩
下降了不少。”类似市民刘先生朋
友这样的例子，记者在采访中听
到不少。

鼓吹 培训学校宣传
市民黄女士一年前还没想过

将孩子送出去读书，可自从孩子
到培训学校补习奥数后，老师时
常宣传成渝绵等地“名校”好，升
学率高，她也慢慢被打动。今年
初，重庆多所中学来达州招考，她
的孩子考得很好，她心里的想法
开始向送出去读书倾斜，在她加
入的培训家长微圈里，也有很多
家长说着外地学校的好，让她家
里决定送孩子外出读书。据黄女

士说，该培训学校和她家孩子一
起考试的400多人中，已经有200
多人和重庆各学校签约，而这些
孩子无疑是我市六年级学生中的
优质生源，外地学校像割韭菜一
样，将这些优质生源给“掐尖”，导
致我市优质生源流失严重。

“培训学校这么卖力动员达
州孩子出去读书，和他们的利益
是挂钩的。”一位从事经营培训学
校多年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近
几年，一些培训学校为了高昂的
培训费，不仅从外地拉学校到达
州来招生，还专门安排老师给家
长们“上课”，宣传送孩子外出上
“名校”就能保障升学率，在这种
环境里待久了，原本没想法的家
长也会考虑将孩子送出去。但其
实每年能考上名校的就几十名，
大部分孩子读的是二类学校，教
学条件和环境和达州本地差不
多。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送出去
读书后，孩子中有学习很好的，但
也有不少成绩下滑或是出现各类
问题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结果不
同，家长在面临选择时应该考虑
哪些因素？本报将在下期为你报
道。 （本报记者 杨航）

招收条件

招收全市3—8年级的在校中小
学生。基本要求：品德优秀、责任心
强、爱好写作、爱好摄影，有一定的
文字功底，能流利的表达自己的思
想，有善于发掘校园新闻的敏感度，
（有一定艺术、体育特长的学生可优

先考虑）。

小记者专属特权

培训：本刊将邀请达州日报社资
深记者或相关专家，免费培训小记者
如何采访、如何写新闻稿件、如何摄影
等。

采访：参与达州晚报记者的社
会新闻或是对我市重大新闻等的采
访报道活动，走进单位部门、名企
等，与领导、行业精英面对面对话
采访等。

作文：本刊将刊登小记者每次采

访活动的新闻报道，刊登其优秀习作，
助你成为“明星小作家”。

体验：体验当小小消防员、交警、
环卫工人等各种职业，体验他们的酸
甜苦辣；体验亲手制作蛋糕、月饼等的
乐趣；走进农村，体验农村留守孩子的
生活等。

出游：春季出游踏青、暑假缤纷夏
令营、秋季采摘蔬果、冬季滑雪、景区
采风……(与达州晚报旅游、美食专刊
合作)。

活动：优先参与由《达州晚报�达
州教育》专刊组织的各类征文、素质拓
展等训练比赛活动。

招收办法
招收有自荐和学校推荐两种办

法。愿意当《达州晚报�达州教育》专
刊小记者的同学可以直接向本刊报
名，也可向就读学校的班主任报名，学
校进行初选后，将初选上的同学有关
资料发给本刊记者。最后，由本刊核
实、选拔出《达州晚报�达州教育》专刊
的第一批小记者。

报名咨询电话：18989177900
（办公室）

15182800824（记者杨航）
（本报记者 杨航）

本报讯 日前，对于教师在编不
在岗、违规补课、收受家长红包等违纪
违规行为，渠县教科局进行了严肃查
处。渠县教科局将进一步加大明察暗
访力度，对存在问题不处理、不上报的
学校和单位，不但要追究当事人的责
任，还将按照“一岗双责”、“一案双查”
的规定，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

渠县中学3名教师和宋家乡中心
学校1名教师在编不在岗，教科局给
予了解聘处理。对琅琊镇第二中心小
学4名教师和巨光乡中心学校1名教
师在上班期间多次不假离校旷工的行
为进行了严肃查处，分别给予了警告
和记过处分。李渡乡第一中心学校1
名教师在社会上兼职卖保险，受到警
告处分。对三所问题突出学校的校长
进行了诫勉谈话，警示全县学校加强
教职工的管理。

对渠江二小1名教师违规补课，
收受学生家长礼品、接受学生家长宴
请的错误行为给予了警告处分。

渠县职业中专学校1名班主任教
师，向4名学生索取国家发放给他们
的助学金6000元、收受2名学生家长
的红包共计1000元，对这一侵害群众
利益的严重违纪行为，教科局进行了
严肃查处，对该名教师给予了降低岗
位等级的处分，并调往宋家乡中心学
校工作。 (刘逊 陈建金
邓朝中 本报记者 杨航）

■外出成渝绵读书系列报道之二

优质生源被外地学校割韭菜“掐尖”
经济、交通、环境、培训学校等成主因

你还在为无话可
写而发愁吗？你还在
为不能与人大方交流
而烦恼吗？你想参加
更多的社会实践吗？
你想与社会精英面对
面交谈吗？你想和志
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
起出游吗？从今天
起，《达州晚报�达州
教育》专刊将面向全
市征集小记者，有兴
趣的同学，快快报名
加入到本刊小记者队
伍吧！我们将一一实
现你的这些梦想！

《达州晚报�达州教育》小记者 征集令

教师：在编不在岗 补课 收红包
渠县教科局严肃查处毫不手软

■监督岗
“虽然我家宝宝

才3岁，但我已准备
去成都或是重庆买套
房，方便她以后读
书。”市民刘洋是一名
普通公务员，因为不
少同事将孩子送到外
地读书，他也早早萌
生将孩子送出去的想
法。近年来，达州像
刘洋家这样送孩子到
外地读书的现象已形
成一股暗潮。记者调
查发现，这一现象不
仅和达州近年飞速发
展的经济有关，也和
交通、学习环境、培训
学校的宣传等因素密
切相连。

■热点关注

招考现场等候的家长（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