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州市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关系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如何发挥教育

在乡村振兴中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在乡村振兴的这幅伟大历

史画卷中贡献“教育力量”？滨州市教育局立足滨州实际，用好

改革关键一招，探索实践了一条以深化教师队伍建设改革为突破

口，助力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改革之路。2017 年

滨州被教育部命名为第二批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县（区）管校聘”

管理体制改革示范区，2021 年滨州市“名师计划”典型经验在

教育部举办的乡村中小学首席教师岗位计划试点工作现场推进

会上作典型经验介绍。作为全省唯一实施委托高等院校为乡村学校

培养师范生的试点市，改革试点经验被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

批示“山东滨州教师队伍的探索，有改革实践的意义，请全司传阅，

跟进调研”，《中国教育报》《山东省教育厅工作简报》先后 4次点

赞滨州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经验。2022 年 8 月，市委书记宋永祥、市

长李春田先后对我市教师队伍培养机制改革试点作出肯定性批示。 

一、实施名师引育工程，固强乡村教师队伍整体素养 

针对农村人均优质教育资源占有率偏低的发展短板，滨州市

教育局建立“外引”机制，完善“内育”机制，助推乡村教师队

伍素质实现整体提升。一是实施三名培养工程，撬动师资水平提



升。自 2013 年开始，滨州在全省率先出台《关于实施市名校长

名教师名班主任培养工程的意见》，市级教育、财政、人社三部

门联合开展名校长、名教师、名班主任“三名”培养工程，每年

拨付 200 万元专款，每期 200 人，培养周期 3 年。2017 年第二期

“三名”工程启动实施以来，滨州市聚焦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发

挥“三名”培养工程人选的示范带动、引领辐射作用，连续五年

持续组织开展“三名”培养工程人选结对送教帮扶活动。通过培

养人选与相同学段、教学水平相对薄弱的乡村学校结对，采取“包

学校”的形式对口帮扶，帮助被帮扶学校解决学校管理、教育教

学、学生管理等问题，共享“三名” 培养成果，撬动师资水平

提升，迄今已累计培育名校长 130 名、名班主任 170 名、名教师

300 名，其中乡村人选 203 人。发挥名师引领作用，实施 500 人

的名师培养提升工程，辐射带动了 5000 余名教师的业务能力提

升。三名人选帮扶小组先后与 51 所农村薄弱学校结对，送教 1700

余人次，送课 300 余节，举办专题报告 460 余场，辐射校长教师

近 5000 人次。二是开展名师引育行动，拉动农村师资增质。2021

年开始，滨州市启动“名师”引育行动，通过引进和培育优秀校

长、教师，推进优质教育资源人均占有量倍增，努力形成“全省

前列、滨州特色、示范引领”的现代化基础教育体系。为保证引

育工作的高质量实施，滨州将引育计划列入市委市政府任务清单

和民生实事事项，纳入对县市区政府的考核。市委组织部、编办，

市教育局、财政局、人社局 5 部门印发《滨州市教育系统人才引



进管理办法（试行）》，发布《高层次及急需人才引进公告》，

以“部门联动、筑巢引凤”为导向，积极开展人才引育活动，有

力推动了教师队伍建设的提档升级。2021 年全市共发布教师招

聘计划 2067 个，创历史新高；2022 年，滨州以更早、更快、更

灵活的有效举措，发布岗位需求 2100 个，推动教育人才招引工

作高质量发展，有力的拉动了农村师资力量的增质提质。 

二、试点师范生委托培养，培强乡村教师队伍后备力量 

针对乡村学校教师师范类专业比例较低，对岗位的适应度、

匹配度不理想，“教非所学、学非所教”等突出问题，滨州市教

育局在充分调研、论证并积极做好省属公费师范生需求申报的基

础上，于 2019 年借鉴江苏南通等地成功经验，积极争取省教育

厅批准，在全省率先实施委托高等院校培养本科师范生试点工

作，通过编制岗位吸引，让优秀高中毕业生积极报考定向培养师

范生。2020 年滨州市进一步深化创新力度，启动了委托培养初

中起点五年制专科学前教育教师的试点工作，明确实施方案，将

定向培养改革引向深入。滨州成为全省首家、也是目前唯一实施

专业化幼儿园教师委托培养的试点市，开创了我省委托培养招收

初中起点师范生的先河。根据方案，这批学生毕业后将全部安置

在农村中小学、幼儿园，服务期不少于 6 年，经过师范类高校的

专业培养，滨州市农村高素质教师的预备役梯队得到了有力储备

和强力补充，对提高全市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产生了

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通过师范生的定向培养，滨州市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于投身教

育事业的优秀学子。他们有教育情怀、有良好素质，经过师范类

院校的专业化培养，全面系统掌握了“站好讲台、讲好课程、教

好学生”的从教素养，有效组成了优质的师资补充梯队，达到了

“让优秀的人培养更优秀的人”实效。近三年来，滨州市已安置

公费培养师范生 510 人，招收市级委托培养师范生 1116 人。滨

州市委托高等院校培养本科师范生的改革试点工作，与省属公费

师范生组合推进、同步实施，已成为助推滨州教师队伍建设长效

提升的“双轮驱动”，为滨州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更高水平富

强滨州提供了充足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 

三、深化队伍建设改革，激发乡村教师队伍干劲活力 

针对教师在城乡、校际之间配置不均衡，乡村学校教师队伍

的年龄结构、学科结构不合理，高水平的专业教师相对不足，城

乡教育发展不均衡，以及教师队伍普遍存在平均主义、“大锅饭”

等现象和问题，滨州市坚持问题导向，守正创新，优化布局教师

队伍建设的“关键领域”，配套实施系列改革“组合拳”，实现

队伍管理的突破升级、教育资源的融聚互促，为乡村教育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一是竞聘上岗，“县管校聘”盘活机制。

2016 年以来，持续推进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改革行动，落

实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先后交流校长 697 人、教师 7501

人，中小学教师由“学校人”转变为“系统人”，有力均衡了教

师队伍配置，强化了乡村教师力量。二是以奖激效，“名师计划”



改出新动力。针对骨干教师在农村不足、激励机制欠缺问题，创

造性实施“名师”计划：根据专任教师数量，按农村 1:40、城区

1:60 的比例，设置“名师”岗位 657 个（其中农村 397 个、城区

260 个），按农村、城区岗位每人每月 2000 元、1000 元的标准

实施奖励，完善了教师跨学校、跨区域交流机制，优秀教师的交

流方向更加指向农村，促进了城乡教育一体化。2021 年 4 月，

滨州“名师”改革经验在教育部现场会上受到肯定推介。三是设

置特岗，“示范带动”农村教师成长。在每学区设 1 个特级教师

岗位的基础上，明确每个农村义务教育学区按教职工１％的比例

设置特级教师岗位，不足 100 人学区按１名设置，极大提高了农

村特级教师岗位设置比例，有效引领了农村教师成长。四是勇于

突破，“绩效激励”激发队伍活力。针对乡村教师队伍活力不足、

缺乏有效管理措施的问题，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中小学教师绩

效工资改革的工作方案》，鲜明倡树“倾斜一线”和“重业绩、

奖实绩”导向：一方面提升教师绩效的“量”，将年度生均绩效

增量标准，由小学生均每年不低于 180元、其他学校生均每年不

低于 200 元，提高到小学生均每年不低于 280元、初中每年不低

于 300元、普通高中每年不低于 500 元；一方面重构绩效构成的

“质”，将基础性绩效、奖励性绩效、年终一次性奖金及绩效工

资增量全部纳入绩效分配，并科学核定校际差距，在向乡村学校

倾斜的基础上，落实校内绩效考核分配的学校自主权。通过优化

绩效工资分配办法，完善了绩效考核制度，充分发挥了绩效工资



分配的杠杆激励作用，有力增强了乡村学校的吸引力，激发了乡

村教师队伍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