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本市学籍的义务教育学生
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对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
生提供生活补助……对于北京市
义务教育阶段“三免两补”政策，
很多人都很熟悉， 但不为人知的
是，政策落实过程中，一大批优秀
的首都资助育人工作者， 扎根基
层学校， 用严谨和扎实的工作作
风，守护着这份福利与希望。王士
才就是其中一个。 “对于山区孩子
来说， 党的政策资助更显及时与
温暖。 ” 王士才告诉记者，在严格
落实“三免两补”政策过程中，不
乱花党的一分钱， 不让一个学生
错过应享政策，是他对自己，也是
对学生和家长的庄严承诺。

十几年抓政策落实
山区学生获得补贴

太师屯镇中心小学是密云区
一所山区寄宿制学校， 学校下辖
两所小学和四所幼儿园， 在校学
生823人， 幼儿331人。 1974年出
生的王士才， 1993年毕业于密云
师范学校 。 带着教书育人的梦
想， 一直扎根于太师屯镇中心小
学， 从一线教育工作者到后来从
事教务工作， 他的育人之心充满
了爱和温暖。

“自从密云区开展资助工作
以来， 我校资助工作就一直由我
负责， 我也是密云区开展资助工
作时间最长的工作人员， 我校也
是密云区资助工作任务最大的学
校之一。”王士才告诉记者，“三免
两补” 工作大约是从2007年开始
的，在这之前，他所在的学校学生
上学最大的开支就是伙食费。 “那
时一个学期伙食费是750元，很多
家庭开学后一两个星期还凑不上
伙食费。”王士才回忆，为此，每个
学期学校都要通过调查、 走访了

解学生家庭情况， 要给几个学生
减免伙食费，人数不多。但是由此
也了解到确实很多家庭拿出这笔
伙食费很困难。

“后来有了 ‘三免两补’ 政
策， 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 王
士才说， 后来住宿生每个学期只
需要缴纳150元伙食费； 每学期
学生不用交学费、 杂费、 书费、
住宿费， 国家还给农户学生150
元学习补助 。 “因学致贫没有
了 ， 国家给学生解决了吃的问
题， 解决了学习的费用。” 而王
士才则在繁重的资助工作中享受
着快乐与欣慰， 也感受着资助政
策给山区学生带来的福利。 “党
的政策让山区孩子享受到了社会
主义的优越性， 让山区孩子的身
心更加健康 、 学习成绩逐年提
升， 学校满意率逐年提高。”

工作用心又细致
让政策发挥最大效益

“资助工作刚刚启动的时

候， 工作十分繁琐。” 王士才回
忆， 在2007年到2015年期间， 太
师屯镇中心小学的学生、 幼儿人
数众多， 总数达2500人。 根据政
策要求， 他们要在学生中甄别出
住宿生和走读生 ， 农户 、 非农
户、 小城镇户口、 无户口学生、
外地借读学生等共计16个类别，
并帮助不同类别学生最大限度地
享受政策。 “几年前， 政策完善
了， 资助工作也因此变得简单多
了。” 但王士才认为， “无论哪
种政策都要合理合法的利用好，
让应该享受政策红利的孩子充分
享受政策。”

现如今， 王士才每个学期都
要对二到六年级学生的家庭情况
进行重新了解， 户籍是否变化、
家庭住址是否变化、 住宿或走读
是否变化……王士才坚持和班主
任逐一核对， 需要留复印件的一
定要看原件留复印件； 对于学生
的特殊情况一定要记录 、 要汇
总， 并及时报告给主管领导和学
校校长。

此外， 对于一年级新生， 王
士才不仅和要班主任讲情况政
策 ， 同 时 要 让 班 主 任 学 会 使
用 政 策 ， 并和班主任一起根据
学生家长提供的材料决定学生接
受资助范围。 “有的学生情况把
握不准的还要深入到学生家庭走
访， 到村委会了解情况， 个别要
和密云教委相关负责人沟通请
示 。” 王士才笑着说 ， “总之 ，
资助初期的审核十分重要， 一点
也马虎不得。”

坚持细致又耐心的工作作
风， 王士才每月按照要求做好签
字和打票等工作。 “学生领款要
签字、 签字后要给学生家长一张
事业单位专用发票。 让家长明明
白白的知道他们交的钱去了哪
里。” 王士才告诉记者， 伙食费
是 “三免两补 ” 中一项最大开
支， 按照学生考勤拨发伙食费，
学校定期要求食堂向主管会计、
班主任、 学生家长汇报伙食开支
情况， 确保资助资金合理合规用
到学生身上 ， 让学生在校吃得
饱、 吃得好。

做好宣传政策工作
让每名学生感受到温暖

“自从有了 ‘三免两补’ 政
策以来，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学
生家长对这个政策了解不够， 已
经 享 受 到 政 策 红 利 的 对 于 政
策 不 清楚不明白 ， 没有享受到
政策红利的对政策有怨言。” 为
了让学生和家长充分了解 “三免
两补” 相关政策， 十余年来， 王
士 才 一 直 致 力 于 宣 传 贯 彻 政
策 内 容 ， 他利用家长会 、 致家
长一封信、 短信、 微信、 校园网
等多种形式把政策向家长讲明
白、 说透彻。

将政策出台前后情况进行对

比， 将政策为广大群众带来的福
利进行宣传， 将学校住宿工作情
况、 食堂工作情况主动向学生家
长讲清楚 ， 定期召开由学生家
长、 班主任、 住宿教师、 食堂管
理员参加的膳食工作会……经过
不 断 的 努 力 ， 学 生 家 长 对 这
项 政 策的了解不断深入 ， 也日
益感受到党的资助政策给人民
带 来 的 福利 ， 对学校的满意率
自然也在不断提升。 对此， 王士
才倍感骄傲。

在太师屯镇中心小学， 各种
形式的资助工作深入人心。 事实
上， 国家的资助政策基本上保障
了山区学生在学校学习无忧、 住
宿生伙食满意。 在此基础上， 每
年 密 云 教 委 还 给 学 生 配 备 了
免 费 床单 、 被罩 、 枕巾 。 学校
每年在冬季来临时都要组织党
员、 团员为贫困学生开展 “冬
衣送暖 ” ， 有针对性地给学生买
新鞋子、 新衣服、 新棉袄。 很多
教师还把自己的衣服拿来当做
奖 励 ， 给需要的学生 。 学校还
开展党员 “一帮一” 心理辅导活
动 ， 积极开展 “扶困先扶志 ”，
让贫困学生早日树立起远大志
向， 鼓励他们努力学习， 学好本
领改变自己的家庭和家乡的贫困
面貌。

现如今， 王士才担任太师屯
镇中心小学总务处主任工作， 他
坚持认为做学生资助工作是一件
有意义的事情。 “这需要我们工
作人员有细心和耐心， 要切实掌
握真实数据， 同时要将申请资金
用好。” 王士才说， “让每一名
接受资助的学生在校学习好、 生
活好， 让他们感受到党和国家带
来的温暖， 让他们珍惜幸福的生
活， 增加贫困学生家庭的幸福指
数是我们每一个资助工作人员的
责任。”

□本报记者 王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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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班里开起了“纪老百姓公司”

班级 “变成 ” 公司 ， 学生
“化身 ” 员工 ， 表现不好的扣
“工资”， 表现好的逐级晋升， 白
家庄小学望京新城校区四年级班
主任纪圆北推出 “纪老百姓公
司”， 用模拟公司管理的模式促
进学生自我发展， 她带的班先后
被 评 为 朝 阳 区 和 北 京 市 优 秀
班集体。

公司管理制度的创意最早开
始于2010年。 当时， 纪圆北在班
里问 “谁是你最崇拜的人”， 本
以为学生们会答 “英雄” “科学
家” 之类的先进模范， 没想到好
多孩子写的是 “因为父母是经
理、 主管， 所以很崇拜”。 孩子
们的想法让她惊讶， 也因此受到
启迪， 她决定因势利导， 也给孩
子和家长创造更多的话题， 推动
家校合作， “纪老百姓公司” 就
这样诞生了。

在白家庄小学学生星级评价
制的引领下， 纪圆北运用进阶式
评价方式 ， 建立起14级晋升制

度， 一名普通员工可以凭借优秀
的表现晋升到董事长职位， 表现
一般就 “原地不动”。 学生共同
制定 “工资” （积分） 规则， 表
现不好的会扣 “工资”， 表现好
的则获得奖励。 每50积分币兑换
一颗星， 拿到最少4种不同类别
的星就可以晋升一级， 以此激发

学生的 “争星” 兴趣。
在她看来， 每个学生都是独

特的生命体， 要尊重学生差异，
所以她指导学生根据自我定位和
标准提出个人发展目标， 班级评
价不搞 “一刀切 ” ， 与学校的
“尊重理念” 相契合。 比如学生
小张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但是

在扫洒方面有不错的表现， 于是
他的个人目标就定在 “为学校、
班级提供卫生服务” 方面， 热爱
劳动的他最终兑换了8颗节能环
保星和知恩感恩星。

纪圆北告诉记者： “在进阶
式评价的激励下， 学生每一次成
功晋级， 都实现了自我价值， 同
时产生新的需求， 开始新一轮进
阶之旅， 由此不断地进行着自我
认知和自我超越。”

学生仅做到自我发展还不
够， 她会在每学期初的德育第一
课上召开 “股东大会”， 与学生
共同制定 “公司” 发展目标。 学
生以公司股东的身份参会， 针对
班级实际情况确定班级目标。 随
着 “公司” 逐渐成熟， 各层级的
学生都能够肩负责任， 从而实现
班级自治。

在她新接班的这个学期里，
“公司” 虽然成立仅4个月， 负责
专项活动的小 “经理” 们已经能
够每日独立组织早锻炼、 自主晨

读 、 午间阅读 、 为全班出计算
题、 选取升旗时班级文化的展示
内容， 2位 “经理” 还组织全班
同学自编自导自演了2部课本剧。

学生轩轩刚开始时对晋级特
别执着， 制定了对他来说有点过
高的发展目标， 像作业连续5次
全对得一颗星等， 结果过了两年
都没有晋级到经理职位， 他特别
沮丧。 在老师的指点下， 他意识
到症结所在， 对小目标进行了调
整， 又努力了一年， 终于晋级为
副董事长。 毕业后， 虽然年龄增
长了， 眼界认知更开阔， 但他仍
旧很怀念小学的公司职位， 前段
时间回母校看望老师， 他还跟纪
圆北打趣 “我堂堂副董回来了”。

公司制管理让每名学生都有
了清晰的发展目标， 也让班级更
加具备蓬勃生机。 纪圆北先后带
出了朝阳区和北京市优秀班集
体， 学生们纷纷获得国家、 市、
区各级各类奖项， 她也被评为朝
阳区优秀中队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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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白家庄小学望京新城校区班主任纪圆北

王士才：为山区学生守护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