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面臨大災大難，中國人都能齊心協力共渡難
關，但如果能夠在災難來臨前就做好防護，定

必好過「亡羊補牢」。汶川地震受災人口達4,625.6
萬人，其中對災區學校造成的破壞最為嚴重，相當部
分校舍需要重建。據四川省統計，共有159個縣近1.4
萬所學校受災，其中義務教育學校和完全中學佔
91%。雅安地震152萬人受災，全市359所學校中，
受災學校356所，災損校舍面積約佔全市校舍總面積
的63%，這些悲劇至今仍歷歷在目。2008年汶川地震
發生後，2009年3月5日時任總理溫家寶在第十一屆
人大二次會議上宣佈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中小學校舍安
全工程，並頒布《全國中小學校舍安全工程實施方
案》。據內蒙古教育廳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全區農
牧區共1,819所小學、406個小學教學點，在用校舍面
積763.94萬平方米，其中在用危險校舍面積462.31萬
平方米，佔全區農村牧區小學校舍面積的60.54%，
威脅着師生的生命安全。實施校安工程勢在必行。

記者走訪四校舍 存不同程度危險

據教育廳校安工程項目負責人介紹，截至目前，除
錫林郭勒盟、鄂爾多斯市、烏海市、阿拉善盟四盟市
外，其他盟市都不同程度存在使用危險校舍情況。但記
者在走訪中得知，阿拉善盟目前仍有部分學生上學需跨
越數十公里的沙漠，哈什哈蘇木的孩子則穿越百餘公里

的沙漠到其政府駐地巴彥浩特求學。而在內蒙古中部烏
蘭察布，記者一共走訪了四所學校的校舍，情況仍有待
改善。興和縣團結鄉的團結希望小學是由北京軍區
66169部隊全體官兵資助50萬元的一所寄宿小學。學校
佔地20,800平方米，建築面積2,925平方米，是由5所
中心學校7個教學點合併而成的。據該校負責人介紹，
這是興和縣鄉村教育條件最好的小學。
記者在採訪學校有關領導時了解到，之前學校有學

生268人，其中住校生188人。現在，學校6個年級
共6個班，學生不到200人，今年一年級也只招了20
人。面對這種沒有生源的尷尬局面，校領導惋惜地說
「我們這地方窮，許多年輕人都到城市去打工了，把
孩子也接到城裡去讀書。我們這裡的學生一年比一年
少，沒辦法啊。想當年學校最輝煌的時候，有1,000
多名學生。」
記者注意到，該學校共有兩間平房宿舍，不到十平

米的宿舍裡排列着兩排兩層的床鋪，地板用磚頭鋪
成，用來裝雜物的櫃子油漆都掉光了。在記者正要離
開宿舍的時候，一位母親帶着孩子到宿舍存放行李。
孩子的母親向記者抱怨道：「我在田裡剛幹完農活，
趕來學校給孩子報名，沒想到宿舍所有的床位都讓佔
了，小偉只得和其他兩個孩子擠一張床。」
記者來到位於校舍後方的操場，沒有塑膠的跑道和

規範的鍛煉器械，有的只是滿地的雜草和石子，該校
六年級的小王告訴記者：「上體育課的時候，小石頭
就會鑽到鞋子裡，磨腳。」在操場東北角是廁所，師
生共用，廁所裡大概有七、八個長長的蹲坑，稍不
慎，可能就會掉下去。

牧區學前教育滯後 少年入學困難
隨着內蒙古城鎮化步伐的加快，農村牧區人口向中

心城鎮集中的趨勢明顯，農村牧區適齡兒童數量逐步

減少，小學及教學點數量大幅減少。統計數據顯示，
2009年全區農村牧區有小學2,077所、小學教學點
641個，到2013年底，全區農村牧區小學1,106所，
小學教學點 393 個，減幅分別達到 46.75%和
38.69%。從幾年來的運行情況看，部分地區的學校過
度集中於中心城鎮，造成農村牧區適齡兒童少年不得
不採取住校的方式完成學業，增加了農牧民的經濟負
擔。再者農村牧區學前教育本身就發展滯後，給農村
牧區適齡兒童、少年的入學、入園造成了一定困難。
此外，內蒙古農村牧區學校偏多、校舍基礎條件
差，加之氣候條件相對惡劣，自然災害頻發，導致校
舍安全保障難度大。儘管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實施了
中小學校安工程，但仍有不少存在安全隱患的校舍在
繼續使用，給師生生命安全帶來極大威脅。
內蒙古教育廳發展規劃處處長寶志傑在接受記者採

訪時說道：「農村牧區校舍建設及安全改造是一項民
生工程，對於教育系統，既要做好『建』的工作，也
要做好『改』的工作。但是，由於內蒙古經濟長期欠
發達，底子薄、歷史欠賬多，目前校安工程實施的情
況不是非常樂觀。此外，合鄉併鎮的實施，許多家長
不願意孩子到離家較遠的地方上學，這也導致一些地
區新建校舍的搬遷工作進展不是很順利。」

孩子去縣裡小學 老師比學生還多
記者來到烏蘭察布市察哈爾右翼前旗烏拉哈鄉新

風小學，乍看並沒看到該學校校舍，只見一座空曠的
二層院落以及在其門前草叢裡徘徊的兩頭牛格外引人
注目。記者從當地村民口中得知，新風小學與烏拉哈
鄉郝家村黨支部和新風幼兒園就在這個院子裡。該小
學有5名老師和3個學生，包括1名一年級學生，剩下
的都為學前班。村民無奈地說：「孩子們一年比一年
少，大多都去了縣裡的小學。」所以現在學校面臨的

尷尬局面是老師比學生還多。
內蒙古作為使用危險校舍程度較為嚴重的地區，

2009年起實施農牧區中小學校舍安全工程，把校安工
程作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並把工程列為2010年
「全區十大民生工程」之一，各盟市、旗縣也把校安
工程列為當地政府2010年「為民辦實事項目」。為
推進校安工程進程，政府專門成立了領導小組和相應
的領導機構，統一組織、領導、協調全區校舍安全工
程，建立全區中小學校舍信息管理系統來落實校舍安
全終身追債制度，先後派遣工作組16次督查、檢查
相關工作，多達40餘次全區通報工作進度。
內蒙古自治區中小學校舍安全工程總體涉及2,560

所中小學學校，規劃投入275億元，規劃加固、重建
新建校舍面積2,225萬平方米。在具體實施過程中，
內蒙古校安工程按照「前三」（2009—2011年）、
「後四」（2012—2015年）兩期規劃實施。截至
2013年12月底，全區累計開工面積1,902萬平方米，
其中加固531萬平方米，重建新建1,371萬平方米；
累計竣工1,877萬平方米，其中加固529萬平方米，
重建新建1,348萬平方米；累計投入資金261.1億元，
其中中央14.9億元，自治區級26.7億元，盟市級44.2
億元，旗縣級72.6億元，其他102.7億元。至此，
「前三年」（2009—2011年）1,740萬平方米的規劃
改造任務已全部完成，「後四年」（2012—2015年）
485萬平方米的規劃改造任務已實施137萬平方米，
餘下部分，一部分農村牧區學校納入2014—2016年
自治區黨委、政府實施的「十個全覆蓋」——校舍建
設及安全改造工程，另一部分將納入長效機制，逐年
進行改造。
2013年4月22日通遼地震時，大部分災區校舍充當
了附近災民的臨時避難場所，發揮了應急安置的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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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北部邊疆的內蒙古在中國北部邊疆的內蒙古，，20092009年全區農牧區有年全區農牧區有11,,819819所小學所小學、、406406個小學教學點個小學教學點，，在用校舍面積在用校舍面積

763763..9494萬平方米萬平方米，，其中在用危險校舍面積達其中在用危險校舍面積達462462..3131萬平方米萬平方米，，佔全區農村牧區小學校舍面積的佔全區農村牧區小學校舍面積的

6060..5454%%，，威脅着師生的生命安全威脅着師生的生命安全。。尤其是像阿拉善哈什哈蘇木這樣生態環境惡劣尤其是像阿拉善哈什哈蘇木這樣生態環境惡劣、、交通閉塞的地區交通閉塞的地區，，

許多孩子需要穿越百餘公里的沙漠到其政府駐地巴彥浩特求學許多孩子需要穿越百餘公里的沙漠到其政府駐地巴彥浩特求學，，情況有待改善情況有待改善。。

統計數據顯示統計數據顯示，，20092009年至年至20142014年間年間，，內蒙古為改造中小學校舍共投入資金內蒙古為改造中小學校舍共投入資金328328..8484億元億元。。截至截至20132013

年年1212月底月底，，全區累計開工面積全區累計開工面積11,,902902萬平方米萬平方米，，其中加固其中加固531531萬平方米萬平方米，，重建新建重建新建11,,371371萬平方米萬平方米；；累累

計竣工計竣工11,,877877萬平方米萬平方米，，其中加固其中加固529529萬平方米萬平方米，，重建新建重建新建11,,348348萬平方米萬平方米。。雖然各方都在努力推進此雖然各方都在努力推進此

項工程項工程，，但進展不是很理想但進展不是很理想。。究其原因究其原因，，主要是資金不足和地方政府在執行有關政策時不到位主要是資金不足和地方政府在執行有關政策時不到位，，

導致校安工程進度緩慢導致校安工程進度緩慢。。此外此外，，內蒙古幅員遼闊內蒙古幅員遼闊、、地形複雜地形複雜，，農牧區貧困落農牧區貧困落

後後，，也不同程度地增大了建設也不同程度地增大了建設、、改造改造、、搬遷校舍的難度搬遷校舍的難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建麗郭建麗、、張鵬宇張鵬宇、、馮芳慧馮芳慧 內蒙古報道內蒙古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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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校安工程實施以來，資金來源主要是中央撥
款、地方政府財政支出以及銀行貸款。內蒙古各
部門努力克服財政增收減緩，支出壓力增大等困
難，把校舍安全工程擺在優先位置，積極調整財
政支出結構，三年安排校安工程財政資金26.7億

元。2010年2月，由內蒙古日信擔保投資（集
團）有限公司擔保，自治區統貸、盟市分還
（2012年至2021年）的方式，向國家開發銀行
內蒙古分行貸款100億元，全部用於改造全區中
小學校舍建設。此外，通過調整支出結構、壓縮

其他開支等形式將校安工程列入各級財政預算，
還通過採取企業冠名、施工單位墊資和土地置換
等多渠道籌措資金，確保工程順利實施。各盟
市、旗縣也按要求開設校安工程建設資金特設專
戶，實行專戶管理、轉賬核算、專款專用，封閉

運行。儘管如此，資金短缺仍未解決。對此，內
蒙古教育廳發展規劃處處長寶志傑說：「我們也
沒有辦法，國家撥款太少，不能解決問題，地方
財政又拿不出錢，赤峰市僅僅一個小縣城就拖欠
工程款七、八個億。」

多渠道籌措未夠多渠道籌措未夠 資金短缺待解決資金短缺待解決
■■滿是石子和雜滿是石子和雜
草的團結小學操草的團結小學操
場場。。
本報內蒙古傳真本報內蒙古傳真

■■烏蘭察布團結鄉團結小學教室烏蘭察布團結鄉團結小學教室。。本報內蒙古傳真本報內蒙古傳真
■■烏蘭察布團結鄉團結小學宿舍烏蘭察布團結鄉團結小學宿舍
滿鋪的被褥滿鋪的被褥。。 本報內蒙古傳真本報內蒙古傳真

■■烏蘭察布團結鄉團結小烏蘭察布團結鄉團結小
學廁所學廁所。。 本報內蒙古傳真本報內蒙古傳真

■■團結小學教室外景團結小學教室外景。。
本報內蒙古傳真本報內蒙古傳真

■烏蘭察布市察哈爾右翼前旗烏拉哈鄉新風小學。
本報內蒙古傳真

■■團結小學學生取用水處團結小學學生取用水處。。本報內蒙古傳真本報內蒙古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