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江西遭遇歷史上罕見的長時間低溫雨雪冰凍天
氣，給農村學校造成相當大的損失。虞國慶介紹，截
至2月中旬，江西受災學校共有4,800多所，損毀校舍
11,000餘間，遭災建築設施面積達175萬餘平方米，
毀壞教學儀器設備 6.72萬台（套）件，毀壞農村遠程
教育室外衛星接收設施3,000多套，造成經濟損失近
4.2億元。

雖然江西省有關部門奮力抗災救校，並把損失程度
減至最低。不過，虞國慶仍然希望社會各界可向當地
伸出援助之手，不要讓孩子們因為災害而喪失繼續就
學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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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公平作為實現
社會公平的起點

和基石，具有重要的意
義。多年以來，中國一
直朝㠥這種教育公平的
方向前進，即以知識、
素質和能力為公平的軸
心，出台了許多獎勵和
助學政策，使家庭經濟
困難學生不因為非知
識、非素質、非能力的原因而不能上大學。

完善貧困學生資助體系

江西省作為一個欠發達省份，也在盡其所能，讓農
村的孩子和城裡的孩子一樣，讓貧困家庭的孩子和富
裕家庭的孩子一樣，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教育資源，
不讓貧困家庭的孩子輸在人生的起跑線上。有人稱，
虞國慶之所以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正是因為江西辦
「讓人民滿意的教育」得到了社會大眾的肯定。

「公平」兩個字關係每個個體、每個家庭，所以虞
國慶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談話核心直指「公平」。虞國
慶說，考驗是否達到教育「公平」的一個重要指標是
「兩基」覆蓋率。所謂「兩基」，指的是基本普及九年
義務教育和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2007年，江西「兩
基」攻堅任務全面完成，「兩基」人口覆蓋率達
100%，青壯年非文盲率為96.6%。
雖然江西的財政收入總量還不大，2007年為664億，

但這一年全省教育經費總支出突破250億元，達到285
億元。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近年來財政安排的教
育經費增長部分向農村傾斜，向經濟薄弱地區和困難
群體傾斜，解決一些長期影響、制約教育發展的突出
問題。
江西省2007年的52項民生工程中教育有6項，所投44

億資金中，教育有近11億元，佔到四分之一。江西率
先在全國將義務教育階段免除學雜費、教科書費的範
圍由農村擴大到城市，對570萬名學生免除了學雜費、
提供了教科書，還為33.4萬名貧困家庭寄宿生補助生活
費。對進城就讀的農民工子女實行與城市居民子女同
等對待；初步建立了學校、家庭、社會三結合的農村
留守兒童教育管理網絡。
建立了中職助學金制度，安排近3.7億元資助學生

47.4萬人次。建立了普通高中貧困家庭考入大學政府資
助金制度，安排5,828萬元資助7.28萬學生。建立貧困
家庭學生考入大學政府資助金制度，安排7,817.5萬元
資助1.56萬名學生。實現了從小學到大學的各類教育家
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體系全覆蓋，學生上學難、上學
貴的問題基本解決。
虞國慶稱，這些數字雖然看來很枯燥，但卻是江西

省委、省政府將教育作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
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投入精力最多、投入財力最大，
帶㠥深厚感情來抓的民生工程之首。

教育工程惠及640萬學生

據稱，今年江西省用於教育民生工程的資金將達到
24.24億元，受惠學生將達到640多萬人。為實施好家庭
經濟困難學生的資助，省教育部門建立健全了家庭經
濟困難學生資助體系，在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實行了
「兩免一補」，在非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實行了「四助兩
獎」。還加大了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政策的宣傳力
度，印製了570萬份宣傳卡，發放到全省每一位義務教
育階段公辦中小學生，印製100萬份公開信和30萬份宣
傳畫，發放張貼到每一個鄉鎮、村莊、社區和學校，
使這項惠民政策家喻戶曉，深入人心。

過去的五年是江西教育事業發展最快的時期，
基本滿足了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教育需求。
到2007年，小學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9.83%、

初中適齡人口入學率達到97.04%，比2002年分別
提高1.31%和6.67%。高中階段教育迅速發展，
在校生由94.28萬人增加到159.11萬人，毛入學率
由50%提高到64%，提高了14%，其中中等職業
教育快速發展，2007年招生29.84萬人，在校生
達到73.73萬人，分別比2002年增長1.1倍和1.2
倍。高中階段毛入學率的提高，使國民受教育程
度大幅提升；中職招生規模的擴大，為社會輸送
了大批技能型人才。

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則由2002年的13.5%提高到
2007年的23%，實現了由「精英教育」向「大
眾教育」的歷史性跨越。高等學校辦學條件普
遍改善，全省高校基本建設了新校區，高教資
源在過去的基礎上翻了一番多，生均教學和行
政用房面積、教學儀器設備值達到或超過國家
規定標準。全省普通高校由48所增加到69所，
本專科在校生由26.63萬人增加到78.17萬人，增
長1.9倍；博士點由7個增到34個，增長3.9倍；
碩士點由152個增到542個，增長2.6倍；在校研
究生數由2002年的4,123人增加到2007年的13,688
人，增長2.3倍。

虞國慶稱，要消滅教育不公還需要做更多的努
力。他指有一種教育不公，就是教育投入地區分
配的不公，「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嚴重失衡」、
「明顯地重城市，輕農村」，或者說是機會不公、
過程不公；教師資源如何公平分配，如何提升教
師素質則直接影響到教學質量。諸如此類，虞國
慶都在他的工作中努力地縮小「差異」。
虞國慶認為，江西實行城鄉義務教育免學雜費

和貧困家庭學生資助全覆蓋的政策後，「讀書難」
的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但現階段辦好讓人民滿意
的教育的關鍵，還需思考如何擴大優質教育資源
供給，如何提高教育質量，如何認真研究解決關
係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教育熱點、難點問題，如

何繼續做好大中專院校畢業生就業、貧困家庭學
生資助、治理教育亂收費、規範辦學、陽光招生
等項工作，積極推進教育政務公開、校務公開，
使教育管理更加民主、公開、透明，使教育發展
水平更加均衡、和諧。

普及優質教育 縮窄區域差距

虞國慶把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作為基礎教
育的重心。他指出，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
要旨，在於優質教育的普及，以及在於縮小區
域之間、城鄉之間以及同一區域學校之間義務
教育上存在的差距，提高辦學水平。
為此，今年江西要推出四條關鍵性措施，包

括：建立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機制；開展義務教
育均衡發展示範縣建設；實施促進農村教育的工
程建設；保障特殊群體的平等教育權，要下大力
氣做好進城務工農民工子女與城鎮居民子女平等
就讀、留守兒童和殘障兒童的教育工作。
在佈局全省教育工作的同時，虞國慶將提高

農村教育素質作為加強教師隊伍建設的重點。
江西省政府新增3億元補助中小學教師津補貼，
省財政新增1億元對山區、庫區、湖區等邊遠地
區教師的特殊津貼，以確保對鄉村教師的各項
優惠政策落地實處。

保障特殊群體享平等教育

實現「大眾教育」歷史性跨越

江西省奉新縣西塔鄉一名四年級的學生，由於他父親得了尿毒症，

家裡還欠了債，他母親要他輟學放牛，如今江西實行全免學雜費、書

本費，他得以重返課堂；另一名奉新二中就讀初二的學生，因父親腦

血栓、母親糖尿病需常年吃藥，家境所迫只好輟學到上海學裝修，

得知減免學雜費的消息，他又主動回到學校。新任全國人大代

表、江西省教育工委書記虞國慶說起這些「苦盡甘來」的故

事，讓人深深感到，只有讓所有孩子都上得起學，才是真正意

義上的「教育公平」。 ■本報駐江西實習記者：李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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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國慶（左三）慰問退休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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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檔
案

■虞國慶（右二）到南昌理工學院進行調研。

■虞國慶（左二）一行參觀江西財大校園、學生宿舍
和大學生創業孵化中心，對學校的校園建設情況表
示肯定。

虞國慶籲各界
援助災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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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國慶實地考察南
昌市部分中小學校。

■虞國慶（右一）慰問江
西農業大學留校學生。

人常說，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站㠥一位賢慧的女人。談
起自己的妻子閆喜仙，陳忠孝讚不絕口。在他眼裡，妻子不
僅端莊大方，心地善良，還是操持家務的一把好手。他常
說，他和喜仙是患難夫妻，在那個特殊年代，陳忠孝受家窮
和父親的「歷史問題」的連累，兩位姑娘都離他而去，唯有
喜仙姑娘不嫌窮不愛富，心甘情願嫁給他這個屢不得志的窮
後生。結婚30多年來，夫妻恩愛如初，從沒有吵過架。

如今，昔日的窮後生成了腰纏萬貫的大富翁，陳忠孝依然
對妻子關愛體貼如故。和諧美滿的家庭生活對陳忠孝的事業
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陳忠孝常和朋友們說，沒有妻子的體
貼和關心，他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績，他榮獲的諸多獎牌
上也有妻子的一半功勞。陳忠孝有一兒一女，他對子女最注
重品德教育，他在子女面前常講：做事要誠實，做人要厚
道，無論做人還是做事首先要學會吃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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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常 平 村 的 歷
史，記載㠥這樣

一段不堪回首的事實：
20世紀80年代初，全村
人均收入56元，42名成
年人因家窮打「光棍」，
每年春季，家家斷糧，
戶戶缺錢，成群結隊外
出借糧填肚或者逃荒討
飯，幾乎成為常平人謀
生的必由之路。在陳忠
孝少年時期，唯一的心願就是將來考大學，脫離窮山
村，進城「吃供應糧」，卻因父親的「歷史問題」斷送
了升學前程，少年的夢想化為泡影。1970年，他初中
畢業後帶㠥訴不盡的遺憾回村務農，在這段艱難的歲
月裡，陳忠孝憑借吃苦耐勞的本色當上生產隊長，成
為令全村人刮目相看的人物。

從家家討飯到全市首富

陳忠孝的創業之路從1980年冬天起步，短暫10年
間，陸續創辦起機磚廠、水泥廠、編織廠、電石廠等8
座中小型企業。但是，陳忠孝卻把一手操辦起來的企
業全部交給集體經營。曾經有人說他「冒傻氣」，把自
己苦心栽培的「搖錢樹」讓集體去「摘豐收果」。陳忠
孝卻一本正經地說：「一人富不算富，全村富了才算
富。帶領村民共同富才是黨員本色。」1990年全村實
現工農業總產值360萬元，村民人均收入達到600元，
成為長治市的「首富村」。陳忠孝赤膽忠心創業，一心
為民㠥想的事跡，深深感動㠥常平每一名黨員，這年
秋天，村黨支部換屆選舉，陳忠孝以全票當選黨支部
書記。
1991年，陳忠孝從南方考察市場歸來後茅塞頓開，

當即決定建設年產5萬噸的水泥廠和25立方高爐的煉鋼
廠。可是巨額資金又成了「攔路虎」，於是陳忠孝帶頭
抵押資產，首次在全縣搞集資吸收社會閒散資金130餘
萬元，他還從江蘇以「貿易補償」的辦法引進資金200
餘萬元，建成2座25立方米的高爐，同江蘇民企合作辦
起2座55立方米的高爐，1996年建成1座年產10萬噸的
焦爐，4座150立方的大高爐。2000年，常平村通過股
份合作，群眾集資等方法，籌集資金7億元，建成4座
煉鐵高爐，10萬噸焦化廠等17個骨幹企業，全村工業
總產值達到3.2億元。

一企帶十村 拓經濟開發區

常平經濟迅速崛起，讓四鄰望塵莫及，但地域限制
也牽制㠥常平經濟的發展。於是，一個大膽的設想在
陳忠孝的腦海裡構成：聯合周邊行政村，組建經濟開
發區，既能帶動周邊窮村致富，又能拓寬常平發展空
間，他的思路得到上級主管部門認可。
進入21世紀，常平雙喜臨門，一是村辦企業全面進

行股份改造，陳忠孝出任董事長兼總經理。二是經相
關部門批准，吸納周邊王章、黃角頭、河口、壇上等9
個行政村，設立常平經濟開發區，陳忠孝擔任區黨委
書記。初步形成以常平集團為龍頭「一企帶十村」的
經濟合作模式。
近年來，常平經濟開發區先後建成大型煤氣發電

廠，40萬噸焦化廠，千畝農業綜合開發區，200萬噸鋼
廠，100萬噸國內同行業領先的高速線材廠等大中型企
業。此外以合作、入股等多種形式投資5.6億元，在五
台縣興建20萬噸選礦廠，在沁源縣合資經營6座煤礦和
80萬噸焦化廠，在武鄉控股120萬噸的東莊煤礦。2006
年，常平經濟開發區實現工業總產值40億元，上繳稅
金1.5億元，經省政府和國家發改委審核，躋身於省級
經濟開發區行列。

每逢除夕，發放「壓歲錢」是家家戶戶
過年的「慣例」。按照傳統風俗，通常是大
人給小孩發，長輩給晚輩發，然而，陳忠
孝卻打破了千年習俗，首開晚輩給長輩發
「壓歲錢」的先河。

原來，常平村投資450萬元建成一座擁有
120套住房的敬老院後，全村已經有多位60
歲以上的老人免費入住，過上「衣來伸
手，飯來張口」的晚年生活。每逢傳統節
日，按照當地風俗，村裡還給老人發送柿
餅、大棗、花生、水果、豬肉、粉條等。
2003年正月裡，陳忠孝偶然路經敬老院門

口，一位老人高興地和他開玩笑說，吃的、
喝的、用的全發了，就缺發壓歲錢了。說者
無意聽者有心，雖是一句玩笑話，陳忠孝卻
牢牢記在心上，他覺得老人們行動不便，很
難去銀行兌換新鈔票給孫子們發壓歲錢。於
是，2004年春節前夕，陳忠孝到銀行兌換來
一疊5元、10元的新鈔票，給敬老院的老人
每人發放100元壓歲錢。一位老人激動地
說，這不合規矩呀，俺活了70多歲，年年都
是長輩給晚輩發壓歲錢，從沒見過晚輩給長
輩發，陳忠孝風趣地說，規矩都是人定的，
如今改革開放了，老規矩也得改改了。

隨㠥工業化的發
展進程，常平工業
園區也遇到過環境
污染的困擾，但陳
忠孝決不走先污染
後治理的老路子。
他說，決不能把開
發區變成污染重災
區。02年，他果斷
決策投資4億元，治
理周邊環境污染，
現在，常平工業園
區已有多套環保系
統，並引進法國自
動化裝煤出焦除塵
等世界先進技術。
從2000年開始，常平村圍繞環保主題建

設生態園，利用村裡的山、坡、溝地開發
千畝農業觀光園區，果園區內種植新優品
種的桃梨樹、蔬菜花卉區引進以色列和荷
蘭新技術，實施無土栽培、電腦控制，養

殖區內飼養1萬隻雞、1千頭豬、100頭奶
牛，加工區發展果品蛋奶深加工，度假區
建造了人工湖、賓館、瀑布、音樂噴泉、
別墅群，初步形成集休閒、觀光、療養、
娛樂為一體的旅遊景區。

晚輩給長輩發「壓歲錢」

在山西農村，提起常平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陳忠孝的名字，幾乎婦孺皆知。他創辦

的常平集團「集冶金化工，煤氣電力，綠色農業為一體」，連續5年躋身於全國民營企

業500強。他規劃的常平新村「別墅成群，綠樹成蔭，清水繞村轉，人在園中遊」，獨

領全省新農村建設樣板之風騷。他開創的常平經濟開發區以「一企帶十村，共走富

裕路」的模式，成為中國農村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2007年，陳忠孝被授予「魅

力山西．十大新農村建設帶頭人」稱號，這足以昭顯他「對事業赤膽忠心，視

百姓如同父母」的人格魅力。如今常平村的老百姓常念道：「翻身不忘共產黨

的恩情，富裕生活要靠陳忠孝引路。」 ■本報駐山西記者：王寬應、王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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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年三月十六日（星期日）戊子年二月初九

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 星期六 ) 丙戌年九月廿一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 星期六 ) 丙戌年九月廿一

★ 1953年8月出生，中共黨員，研究生學歷

★ 1970-1979年：任壺關縣常平村任會計、隊長、保管

★ 1980-1989年：任常平機磚廠、電石廠廠長及支部書記

★ 1990-1995年：任常平企業總公司經理，常平村支部書記

★ 1996-2000年：任常平工業集團有限公司經理，常平村支部

書記

★ 2001年至今：任山西常平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常

平經濟開發區黨委書記

曾獲榮譽：

★ 2004年：被授予「全國勞動模範」稱號

★ 2005年：被評為「中國農村新聞人物」

★ 2006年：被授予「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稱號

★ 2007年：被授予「魅力山西．十大新農村建設帶頭人」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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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耿耿創大業
孝敬百姓如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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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

■如今常平布滿綠化的公園成為村民休閒的好去處。

個
人
檔
案

■陳忠孝夫婦陪同母親遊長城。

患難夫妻 30年恩愛如初

陳忠孝的父親解放前夕因生活所迫，曾經在長治當過一段
時期「偽警察」。後來這段不光彩的歷史給家庭和子女帶來諸
多麻煩。陳忠孝從小聰明好學，從小學到初中一直成績優
良，然而卻因父親的「歷史問題」斷送了求學前程。

父親曾多次在他面前自責：是我一時糊塗害了娃兒們一輩
子。也許是因禍得福，陳忠孝出人頭地之後，更加孝敬老
人，可是有一件事成為兒子終身難以彌補的遺憾，1996年，
村裡組織黨員幹部到南方旅遊，父親提出「一同出去轉轉」，
當時陳忠孝沒有答應。2001年，村裡組織黨員到北方旅遊，
陳忠孝再次拒絕了父親的要求。沒想到2005年父親突然離
世，令陳忠孝心裡萬般難受。他說，父母把他們兄妹四人拉
扯成人，他卻未能實現父親生前「走出娘子關」的心願。這
件事深深觸碰到他的心靈，2006年春節期間，他領㠥八旬母
親前往北京、深圳等大都市旅遊觀光，以盡一份兒子孝心。

今生難補一憾事

斥資4億治污染
開發環保生態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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