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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宏升

地处鄂西北崇山深处的郧西县一
中，坚持“求真·求善·求美；立德·立功·
立言”的办学理念，以“养正观成，立德树
人”为中心，锐意改革，开拓创新，培养学
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能力，先后有一大
批学子被清华、北大等知名高校录取，连
续多年高考成绩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名列
前茅，被评为“湖北省安全文明校园”“湖
北省文明单位”等，他们的办学理念和教
育探索值得推广。

滔滔汉水滚滚东流，奔腾不息；巍巍
秦岭绵延千里，雄视东南。

郧西县第一中学位于汉水北岸、秦
岭南麓的郧西县城关镇北郊，依山傍水、
人杰地灵、环境优雅，英才辈出。1938
年，武汉失守之后，大批知识分子西迁至
襄郧两地，为解决内迁青年求学、就业问
题，决定兴办湖北省联合中学。1941年
秋，创办“湖北省立郧西县初级中学”，
1953年被湖北省教育厅确定为全省首批
重点中学。1956年，学校改名为“郧西县
第一中学”，1984年被湖北省教育厅确
定为全省首批办好的重点中学之一，
2006年被授予“十堰市普通高中示范学
校”称号。

近年来，郧西一中以打造区域品牌
学校为目标，坚持“求真·求善·求美；立
德·立功·立言”的办学理念；以“养正观
成，立德树人”为中心；以培养学生自我
教育、自我管理能力为基础；坚持“深化
改革、深度学习、深耕内涵”三大主题；求
实进取，锐意改革，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敬业、进取、群体、塑造、奉献”的一
中精神薪火相传，先后有一大批学子被
清华、北大、浙大、复旦、中科大、武大、华
科等知名高校录取；连续多年高考成绩
在同级同类学校中名列前茅。学校先后
荣获“湖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
位”“湖北省安全文明校园”“湖北省文明
单位”等称号。

一、明确一个中心。以党建统领学
校一切工作，深化改革、深度学习、深耕
内涵，为实现“管理提档、质量提升、发展
提速”的任务砥砺前行。

二、实现两个回归、两个构建。两个
回归：管理回归。“回归教育本源，专注教
学主业”。校领导班子抓好一个面，蹲好
一个点；夯实“三个负责制”，落实“三个
负责制”，即班级管理、学科管理和年级
管理；下好三个“一盘棋”，即教育教学管

理服务一盘棋、高一、高二、高三一盘棋、
高三备考一、二、三轮一盘棋，一切服从
和服务于教学。明确目标，压实任务，夯
实年级组管理这个基础。

精神回归。“回归精神原乡，坚守创
业本真”。在县一中精神和文化的长期
培育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时常在笔者脑
海中萦绕，郧西一中精神、郧西一中文化
的内涵到底是什么？把典型树立、舆论
引导、活动熏陶、思想教育结合起来，逐
步使“一中精神”和“一中文化”人格化、
形象化，成为全体师生共同拥有、不可或
缺的共同支撑。它对外是一面旗帜；对
内是一种向心力。在学校内部和外部产
生一致的认同感和价值观。郧西一中精
神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
塑造精神等内容。这是学校近八十年办
学历史中最宝贵的财富，需要充分挖掘
其内涵和精髓。“回归精神原乡，坚守创
业本真”。经营一所学校，在一定程度上
就是经营人心，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才
有战斗力。

两个构建。构建“朴实而有个性的
魅力课堂”，“朴实而有个性的魅力课堂”
是“洗净铅华归朴实、回归本真显本色”
的课堂。

成为一个完整的人，首先要做真实
的自己，虽然坦诚真实的一面，会让人感
觉不堪，可能还少不了痛苦，但如果要想
使自己的一生充实、有价值，唯一可以选
择的，就是做真实的自己。

追寻内心、做真实的自己，是通往成
功之路的最有效准则。——丹妮尔·拉
波特《你原本无须这么辛苦》) 。

“朴实而有个性的魅力课堂”是“认
识自己、塑造自己、成为自己”的课堂。
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
优于过去的自己。——海明威《真实的
高贵》。

“朴实而有个性的魅力课堂”是个性
与共性、一般与特殊相统一的课堂。“朴
实而有个性的魅力课堂”是共生、共存、
共融的课堂。

当前，在课堂构建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课堂上照本宣科，“一灌到底”；教
学个性上“千人一面、千篇一律”，失去自
我，“一电到底”；教学风格上互相“复制
粘贴”，把课堂教学等同于工业产品的加
工制造，“一模就灵”；课堂设计上“作秀
表演”，搭建师生集体表演的炫目舞台，

“一演就行”等等。
怎么办？“寻我”——寻求自我价值

存在感，寻求自我成就实现感。前苏联
教育家乌申斯基说；“在教育中，一切都
应当以教育者个性为基础，只有个性才
能影响个性的发展与定型，只有性格才
能培养性格”。“寻我”就是要构建个性
魅力的课堂，它具有独特的情感魅力、独
特的语言魅力、独特的设计魅力、、独特
的 情 景 魅 力 、独 特 的 生 成 魅 力 。

“寻真”——遵循课堂教学一般规
律，因材施教。这里的“材”包括教师的
不同、学生的不同、学科的不同、课型的
不同、年级的不同、班级的不同、内容的
不同……共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
特殊性表现出来，从而实现个性与共性
的统一，回归课堂本色，构建“朴实”课
堂。

“寻美”——建设个性化、多样化的
课堂，实现“各美其美”；课堂建设中尊重
差异、理解个性，实现“美人之美”；课堂
建设中相互借鉴、相互融通、和谐共处、
和谐共生，实现“美美与共”。

“寻实”——建设“朴实课堂”需要克
服“三多三少”。在课堂结构上活动多，
基础知识传授少；在课堂设计上预设多，
动态生成少；在课堂组织上教学手段多，
课堂实效少。建设“朴实课堂”需要在活
动中渗透知识传授，在充分预设的基础
上注重有效生成，在丰富教学手段的同
时提高课堂实效。

构建“阳光而有个性的魅力德育”。
夯实三大任务，概括起来就是“三强”、

“三提”、“三深”。
“三强”措施：促班子作风转变，切实

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促教风学风转变，切
实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促后勤内务服务
作风转变，切实加强教辅后勤队伍建设。

“三提”任务：管理提档、质量提升、发展
提速。

“三深”方向：深化改革、深度学习、
深耕内涵。

推进“四项工程”、提升“四个涵
养”、加强“四大教育”、实现“四大目标”。

推进“四项工程”：“路过青春陪护
制”。每班每天一名家长陪读、陪餐、陪
寝，对学校工作形成倒逼机制，密切学校
与社会、班级与家长、孩子与家长的关
系，同时学校接受家长的检验和检阅，将

“家校共育”推向新台阶。
“青蓝工程序列制”（青蓝工程导师

制、相伴成长考核制、班级管理正副班主
任制）。实行“五带”：带德——为师之

魂，带才——立身之本，带教——发展之
要，带研——力量之源，带实——强校之
基，促使年青教师尽快成长。

教育教学视导制，着力提高教学质
量，打造“朴实而有个性的魅力课堂”，构
建“阳光而有个性的德育体系”。

“校情校风咨询制”，加强对财经财
务、维修采购等敏感环节和事项的监督
管理，让一切都晒在阳光下。校领导班
子向校情咨询组寻方问计，接受校情咨
询组质询，接受校情组监督，对广大教职
工负责。校情咨询组由汪运生、熊月光、
刘金峰、范世广、郑大朝五位同志组成。
校情咨询组职能：建言献策、全面监督、
调研质询。

提升“四个涵养”：“立足校本，涵养
德行”的魅力主题班会；“自主管理，涵养
品格”的魅力晨会；“示范引领，涵养情
怀”的魅力升旗仪式；“强健体魄，涵养心
性”的魅力课间操。

加强“四大教育”。即养成教育、感
恩教育、励志教育、庄重教育。

实现“四大目标”。让学生满意、让
家长放心、让教师提高、让社会赞誉，满
足全县人民对优质高中教育的需要。

走出五种误区，明确办学方向。课
堂建设上走出“学层面丢本质”的误区。
一是停留在形式层面，忽略了更本质的
东西，学其形忽略其神，限于具体的事务
性的变动，而与改革的核心精神绝缘。
课堂改革的核心精神在于“唤醒”和自我
觉醒，在于教师的主体作用和学生的主
体作用的发挥。两个“作用”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强调任何一个方面或弱化任
何一个方面，都会导致失之偏颇的错误。

借鉴经验上走出“盲目取经，忽视校
情”的误区。在学习借鉴外地经验上盲

目取经，忽视了对自我校情的具体的历
史的把握，盲目又盲动，东施效颦，邯郸
学步，贻笑大方，其结局是草草收场，无
果而终，建基于“自我”的学习借鉴体系，
方能行稳致远。

教学管理上走出“自己的头颅长在
别人的肩膀上”的误区。教学管理上采
取“宗教式”的借鉴，既有宗教崇拜般的
狂热情绪，更有宗教式的顶礼膜拜，缺
少知性和理性，缺少了自我革新的教育
哲学思想的支撑。“自己的头颅长在别
人的肩膀上”，亦步亦趋，简单的模仿与
复制，须知教育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是不
可复制的。在这里，建议记住冯友兰这
样一段阐述：“哲学为人类提供了获得
更高价值的途径——一条比宗教提供
的途径更为直接的途径，因为在哲学
里，为了熟悉更高的价值，无需采取祈
祷、礼拜之类的迂回的道路。通过哲学
而熟悉的更高价值，比通过宗教而获得
的更高价值，甚至要纯粹得多，因为后
者混杂着想象和迷信。在未来的世界，
人类将要以哲学代宗教。这是与中国
传统相合的。人不一定应当是宗教的，
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他一旦是
哲 学 的 ，他 也 就 有 了 正 视 宗 教 的 洪
福”。教育之“道”就是教育思想，形而
上之就是教育的哲学思想，陷入宗教式
的狂热膜拜中，必然是主观的幻觉。一
旦与客观实际想脱离，行之不稳，走之
不远，在迷惘中徘徊，在徘徊中裹步难
前，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学校发展上走出“妄自菲薄，缺少教
育文化的自觉与自信”的误区。新一轮
的课程改革，汲取了当代世界许多先进
的教育思想，体现了教育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与要求，这

是十分肯定的。但也有一种思潮应该引
起我们的警觉、警醒与警惕，即“言必称
希腊”，“外面的月亮就是比这儿圆”，这
是妄自菲薄的表现。郧西一中八十年的
办学历史，时间给她堆叠了厚实的文化
层，将这一文化层细细揭开，坦露出郧西
一中人傲然的创业精神、进取精神、群体
精神、塑造精神，是我们文化创造、教育
革新的宝贵资源。这一切似乎都在提醒
我们，增强教育的自觉与自信，走好自己
脚下的路，决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全
盘异化”而失去本真的自我。

教育创新上走出“割裂顶层设计与
基层创新辩证统一”的误区。对一所学
校而言，深化教育改革要依靠“顶层设
计”，要由学校的决策者们制定方案，出
台制度，把改革由上而下地推向深入。
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但改革却不能仅仅
依靠顶层设计。单纯依靠顶层设计的改
革思路，注定是要脱离教育改革的实践，
注定要割裂学校决策者们与师生员工的
密切联系，注定要“善始者实繁，克终者
盖寡”。郧西一中全面铺开课程改革自
2011 年至今已近 10 年，从零星借鉴衡
水、洋思、杜郎口、锡山、安丘经验，到系
统学习昌乐、福安模式，都充分说明要学
会分担与分享，只有把高屋建瓴，谋划全
局的“顶层设计”与源于基层地气脚踏实
地的“首创精神”两者结合、实践，才能在
思想上同心同德，在目标上同心同向，在
行动上同心同力，才能寻求最大公约数、
画出最大同心圆，教育改革才有可能成
功。

郧西一中人深深懂得，身处美好时
代，当肩负使命，不负韶华，用奋斗定义
人生价值，在奔跑中抵达远方。

（作者系湖北省郧西一中校长）

□ 王昌明

近年来，我国山区交通建设步伐加
快，为农村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
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和挑战，其中较为严
重的就是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破坏。
特别是对于地区区域生态系统十分复
杂，树木和植被充分覆盖的山区来说，
道路交通建设将不可避免地与生态系
统和环境保护存在矛盾。在山区道路
交通建设中，如何做到最大程度地保护
生态环境？为此，本文着手分析山区交
通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并
针对具体矛盾处理策略展开探讨，总结
出解决这一矛盾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但愿能给实际工作起到些许参考作用。

交通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分析

从矛盾和冲突的主要角度来看，所
有事物都有冲突，并且万物的整体发展
也从头到尾都有冲突运动，即万物之间
都有矛盾，并且随时都存在矛盾。山区
交通建设也是如此，为了突破落后交通
条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要优先发
展交通业，全面改善交通运输的基本条
件，保持渠道的畅通、自由、流通，为整
个经济社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然
而，交通建设也会带来一些生态和环境
的核心问题，如占用大量耕地，大大减
少了农民的耕种面积；大规模破坏茂密
的森林树木和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和水
污染；道路交通建设对山体的开挖，会

造成严重的地质灾害，除此之外还会造
成汽车尾气、噪声污染等其它生态环境
问题。由此可见，交通建设与生态环境
保护之间存在着矛盾。

正确处理矛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以人为本原则。在道路交通建设
中，它为人们的出行提供方便、便捷和
安全的交通条件，以温暖和谐的方式与
环境共存，以及不影响子孙后代的持续
发展。

因地制宜原则。根据线路规划所
经过地区的地形地质条件、气候特征等
方面，进行项目的施工设计和管理。例
如，在丘陵和山区，必须结合地形地貌
和生态保护进行方案的设计，为保证最
终的结果能够达到保护和创造生态居
住环境的目的，并与自然景观和谐共
存。

统一性与系统优化原则。在进行
交通工程设计与建设时，我们必须平等
地将道路交通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目标
进行整合和统一。实现道路交通与资
源的合理利用，并将其与环境保护相结
合，以达到最优化的目的。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学原则。为了
避免打破生物种群的规律，我们应该通
过各种生态位，分层次、分级别地充分
利用我们所有的物质和能源，努力实现
生物的多样性。我们要坚持实现人与
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提高生态结
构的可控性，明显改善生态系统。

正确处理好交通建设与生态环境
保护的矛盾

一切事物都是各种矛盾的对立整
体。两点论认为，我们的矛盾可以是主
要矛盾，也可以是次要矛盾。同一冲突
中矛盾激化又分为主要方面和次要方
面。重点理论警示我们，必须推广事务
的全面发展、快速推进，必须在工作中
抓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及时加以解
决。

当前，发展不够仍然是山区交通事
业存在的主要矛盾，要继续推进交通建
设，增加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农村公路
的通车里程，以更好地满足全市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要，同时要注重保护好自然
生态环境，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生态环境
的破坏。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
展。

科学规划设计线路是解决矛盾的良策

在项目可行性研究的第一阶段，我

们应继续进行深入的生态系统环境研
究，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论，保护沿途的地理环境，保持生态系
统的平衡，以防止水土流失为前提进行
设计。在选择其中的路线时，需要充分
研究各种路线对沿途生态环境带来的
影响，科学合理确定路线，大幅度减少
耕地占用面积，全面保护和建设生态环
境。

一是严格保护重点区域。在选择
路线图时，应避开施工不便和自然风景
优美、有着历史文物的自然景观、名城、
名镇、名村等区域。为了防止破坏自然
环境，必须根据项目所在的地区环境制
定相应的保护方案。特别是在临河水
域边施工时，必须进行边坡防护和水土
保持，并防止对水体造成污染和破坏。

二是隧道优先，以桥代路。在进行
山区施工时，大填大挖很容易导致各种
生态和环境问题。例如，植被被破坏、
山体滑坡以及水土流失等。所以，为了
避免出现上述问题，如果施工地区的山
体较高，应选择隧道穿越的方法。最好
不要使用开挖路堑来最大程度地减少
对原地面的干扰。如果施工区域是低
洼、峡谷地形，那么最好不要使用高填
路堤的方法。通过架设桥梁可以有效
的减少借土填方的数量，并且节约土地
资源。

三是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规定。在交通建设工程项目建设方案
提案的研究性阶段中，应严格对环境的

影响进行评估。通过数据可以很好地
预测和评估项目的规划和建设对环境
造成的影响，因此需要采取预防措施以
控制和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认真实施环
境保护设施和重大交通工程建设的设
计与协调，在项目建设中，除使用明确
标准外，不符合要求的项目环境保护标
准不能被使用，结合行政、经济和法律
要求来进行日常管理。

四是加强道路绿化工作，建设绿色
通道。在路肩、斜坡和坡脚进行全面的
绿化建设，在树木、灌木、花卉和草坪上
进行多层绿化，覆盖所有暴露的表面。
道路的绿化应与周围的地理环境相结
合，并创造和谐自然景观，并让人们感
受到人在画中游的生态道路交通体验。

综合来说，在实际建设时，施工单
位应当以尽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为重
要目的，同时充分考虑施工安全、质
量、进度及成本等，有效协调二者矛
盾，避免牺牲生态环境换取经济发展
的情况发生。对山区交通建设从规划
设计到施工再到竣工验收及后续管理
的全过程进行严格监管，充分地遵循
人文主义、统一和标准化、物种和文化
多样性的原则，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协
调统一，既可以有效地应对经济的快
速发展和道路维护，又可以有效地应
对高山地区的交通建设和生态系统建
设与环境的冲突，同时兼顾生态平衡
的整体发展。 （作者系十堰市第二
建筑设计院设计师）

希望希望 从从这里开启这里开启
———湖北郧西一中成—湖北郧西一中成功之路的探索与回望功之路的探索与回望

山区交通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和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