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职职职职工工工工工故故故故故事事事事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黄建军（左一）在拆违现场

———记昌平区沙河地区工委书记、沙河镇党委书记黄建军
新新时时代代

新新担担当当
新新作作为为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记昌平区流村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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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山窝窝飞出金凤凰

学校离昌平区有 20多公里
远， 1/3学生来自深山区 ； 招不
来、留不住好教师，好学生纷纷往
外跑；校车每周接送深山区学生，
山路崎岖易起雾，每次上下山都
让人悬心……面对种种不利条
件，昌平区流村中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张庆民花了6年时间，把一所
山区寄宿校改变成如今的模样。
高学历教师能招来了， 去城里读
书的学生回流了， 老职工用 “翻
天覆地”来形容学校的变化。

改造整治 校园环境
不逊城里名校

2007年以来， 随着原高口中
学、 老峪沟中学的并入， 流村中
学逐渐发展为昌平区最大的山区
全寄宿制初中校。 学校曾经的软
硬件资源不比城里， 就算与本地
平原校比都有一定的差距。 信息
封闭， 对外交流少， 优秀教师留
不住， 队伍不稳定自然会影响教
学质量。 2012年被任命为流村中
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时， 摆在张
庆民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改造学校先从环境开始。 在
他的争取下，学校多方筹措资金，
改善办学条件， 其中把老旧投影
仪直接淘汰，黑板改成触摸屏；重
新修建校门、院墙和水泥地，改造
校园排水系统， 安装20盏太阳能
路灯；校门口安装了电子屏，定位
为“成长成功之门”，融入文化气
息；建起校史馆、村史长廊；理化
生等12个专业实验室配齐设备，
修缮开裂地砖，粉刷墙壁，现代化
水平丝毫不逊于城里名校。

之前教师8人一宿舍， 人多
拥挤。 为了更好地吸引高学历人
才， 张庆民到处选地， 把一层几
间屋子腾出来， 改为职工宿舍，
安装了热水器、 空调， 为每名一
线教师配备了笔记本电脑 ， 4人
一个宿舍 ； 未婚教师因为要常
住， 特地安排2个人一宿舍， 解

决了教师的住宿问题。
食堂以前条件简陋， 师生不

爱吃。 2013年改造后，宽敞明亮的
环境、 物美价廉的饭菜吸引师生
中午留下，不再外出就餐。 “从张
校长来后， 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科研主任张久霞说。

多方支持 引公交专
车接送深山区学生

住得远的学生离校有30多公
里， 三辆校车每周两次接送深山
区学生。路上全是盘山道，旁边就
是山涧，山路崎岖容易起雾。一次
校车因为大雾看不清路， 只好中
途返回。遇上刮风下雨下雪，校车
每次上下山都让张庆民的心悬得
高高的，甚至半夜都会惊醒。

如果没有校车， 深山区的学
生每周上下学就成了大问题， 既
然承诺了开校车， 他即使再担心
也没有想过放弃， 而是想方设法
去改善， 到处找渠道。

在时任区政协主席陈秋生的

支持下， 经过镇政府、 区教委、
区交通局、 公交公司等相关单位
多方协商 ， 张庆民的建议被采
纳。 从2015年4月开始 ， 33路公
交专车开始取代原来的两条校车
路线， 接送老峪沟乡的学生。 校
车则承担另外一条线， 保证了深
山区学生能够按时上课。 学校还
每个季度给坐专车的学生充一次
钱， 不让他们增加经济负担。

校车接送最多的时候有五六
十名学生 ， 随着山区人口的减
少， 坐校车的逐渐少了一半。 但
张庆民说 ： “就算只有一个学
生， 我们也要去接。”

山里娃参加全国高
科技大赛获大奖

发展学校， 硬件是保障， 软
资源则是核心。 张庆民带着全校
教师给学校重新定位 ， 确立了
“金凤凰腾飞” 信念， 办学目标
是建最好的山区寄宿制学校， 让
山里飞出金凤凰， 决定开展 “四

自教育”。 其中学生的四自能力
为 “生活自理、 道德自律、 学习
自主、 身心自健”； 教师的四自
能力为“自学、自省、自研、自创”。

近年来， 学校陆续推出 “寻
找最美孝心少年” “我用行动感
谢您” “我诚信， 我自觉” “寻
找正能量， 发现身边美” 等教育
项目 ， 要求学生晚自习作业限
时、 独立、 高效完成， 有序安静
排队就餐、 不剩菜剩饭， 每天洗
脚洗袜洗内衣， 每天撰写个人反
思等， 把 “四自习惯” 培养落实
在具体行为上。 同时， 校方通过
成立 “青年教师先锋队”、 实施
“名师工程”、 聘请北师大等单位
的专家来校进行系列培训、 安排
教师到名校听课学习等诸多措
施， 全力打造骨干教师队伍。

在校工作18年， 初二年级班
主任蔡迎新对张庆民来后学校的
变化感触很深，“市里孩子能享受
到的硬件，我们如今都有了。校长
还鼓励我们走出去，开拓视野，用
科研引领我们做专业化教师。 ”她
说， 以前教师出去培训多限于本
区， 张校长搭建更高层次的交流
平台，现在教师们不仅能去市里，
还能到山东、河北、天津等外省市
学习， 把外面的先进理念和知识
带回来。 2015年，她评上了北京市
“紫禁杯”优秀班主任。

舞蹈教师何佳蕾2014年来校
工作。 同年， 张庆民将本地非遗
项目漆园龙鼓引入本校， 聘请对
此有深入研究的昌平区特级教师
陈文明为顾问， 安排何佳蕾和音
乐教师刘福玉负责具体开发。 两
个人走访传承人 、 学习演奏技
法， 回来后成立龙鼓社团、 编写
校本教材， 继而普及推广。 如今
全校学生人人会打， 学校因此被
授予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校”
称号。 看到学生登上央视等大舞
台表演， 何佳蕾特别有成就感。

除了龙鼓舞乐外， 学校相继
开设了机器人 、 压花等16个社
团， 让山里孩子享受和城里孩子

一样的多彩课程。 创客社团的学
生在教师陈骥的指导下设计出智
能储物柜， 今年5月参加了第十
三届全国青少年未来工程师博览
与竞赛总决赛。 他们与众多城里
孩子比拼不落下风， 一举夺得二
等奖； 学生作品 《奇迹之屋》 在
昌平区第二届中小学3D打印创
客大赛中荣获特等奖； 近30名学
生先后获得北京市及全国物联网
个人、 团体赛一二等奖。

好教师留下了 外出
学生回流了

随着学校软硬件资源的不断
改善， 加上北京市大力改善乡村
教师工作待遇的政策支持， 高学
历教师逐渐能招到并留下， 好教
师也不走了 。 说起教师队伍素
质 ， 张庆民如今的话里透着自
豪： 原来学校市区级骨干教师只
有4人， 现在市级骨干教师2名，
市 “紫禁杯 ” 优秀班主任3人 ，
区级学科带头人 、 骨干教师11
人， 硕士研究生学历的7人， 教
师平均年龄35岁。

有了好教师， 教学质量自然
不愁提高 。 流村中学 2015年和
2017年被评为昌平区中考质量优
秀学校，2013年以来连续五年被
昌平区教委评为一等奖学校 。
2017年中考 ，73名考生中优秀率
达49.32%，530分以上的9人，争取
到人大附中、 北大附中、101中学
等名校9个名额；500分以上28人。

看到实打实的成绩， 家长们
放了心。 同年新初一本来计划招
61人， 结果在区里、 城里读书的
30多个学生申请要回来， 不得不
协调增加了一个班， 才满足了家
长们的需要。

“校园是学生梦开始的地方，
是教师梦拓展的地方。 ”给每一位
山区师生搭建成长成功的舞台，
让他们梦想成真， 这是张庆民的
心愿和不断前行的动力， 他说要
让山里飞出一只又一只金凤凰。

2017年， 昌平区下达的沙河
镇拆违任务是140万平方米， 最
终沙河镇交出了拆违200万平方
米的成绩单， 约占昌平区总量四
分之一。 正是黄建军带领沙河镇
在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中走出了
一条自己的路子。

黄建军是昌平区沙河地区工
委书记、 沙河镇党委书记， 在疏
解整治促提升环境整治和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等工作中， 主动作为
勇于担当。 沙河镇辖区内的国际
友好林地块以前是七里渠南村一
个违建集中的区域， 而在2015年
之前，这里还是成片的群租房，环
境脏乱，人口密集。 2015年沙河镇
将拆违的利剑率先指向这里。

在推进该片违建疏解整治过
程中， 黄建军碰到了一块 “硬骨
头”。 当中有个四合院， 是在租
赁土地上建的违法建设。 为避免

与政府和相关部门正面接触， 四
合院的业主留下自己90岁的老母
亲在那居住， 本人始终不露面。
经过多次上门与老太太聊天得知

其儿子住在北七家镇的一个别墅
区。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黄建军
多次登门拜访业主。

“通过聊天， 聊传统中国文

化， 聊中华传统美德的弘扬等精
神， 他最后同意配合我们拆迁。
当晚他就把自己的老母亲从违建
的房子里接了出来， 第二天就开
始搬东西， 第三天， 镇政府就启
动了拆违工作。” 这些地方拆除
后建成了国际友好林 ， 现在有
400亩的土地。 如今七里渠南村
的绿化面积增加了， 村域环境大
为改善。

沙河镇七里渠南村党支部副
书记邵物华说： “今年3月份吸
引了好多游客到这来植树， 增进
了友谊而且美化了环境， 也给我
们村民一个健身休闲的地方。”

另外 ， 为拆除中集北方市
场， 镇政府多次组织联合执法。
黄建军先后约谈中集北方负责人
不下十次。 他还积极与法律顾问
搜集证据， 帮着村里通过法律途
径与中集北方解除土地租赁协
议。 土地腾退是在一天凌晨， 黄
建军第一个到达现场， 和同事们

反复确认、 清场， 仅用8个小时
就拆除了8.7万平方米违法建设，
腾退违法占地173亩。

啃下这块 “硬骨头”， 沙河
镇疏解腾退攻坚战士气大振 。
2017年， 沙河镇累计拆除违建面
积超200万平方米， 约占全区总
量的四分之一。

拆违后产生的大量建筑垃圾
怎么处理也成了黄建军思考的
事。经过多方协调，2018年3月，昌
平区首个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项
目在沙河投产使用， 推动建筑垃
圾减量化、资源化和循环再利用。

作为基层的乡镇党委书记，
面对工作中的难题 ， 黄建军认
为， 首先要对自己所在的地区有
深入的了解， 发现历史发展进程
中产生的矛盾， 把握好当中的关
系 ， 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 。 如
今， 昌平区沙河镇正朝着美丽乡
村的方向迈进， 黄建军也将秉承
着他的那颗初心， 继续前行。

□本报记者 周美玉

啃下疏解整治的一块块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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