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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特刊 
 

教育局长的使命与担当 
 

——河北省邯郸市教育局局长赵浩军谈“人、钱、事” 
 

本报记者   叶飞  
 

  赵浩军，河北省邯郸市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局局长。 
  约定的采访时间，从上午拖到了下午。原因是市政府的两个会议，要求一把手局长必须参加。

直到下午 3点半，赵浩军才匆匆来到河北省邯郸市建安中学，这里有他当天要参加的最后一个活
动——邯郸市教师风采大赛。下午 4点，在建安中学的会议室，赵浩军才真正坐下来，接受记者
的采访。 
  作为一名地级市教育局的一把手局长，赵浩军竟然是在这样的忙碌中度过。 
  ■教育局长的困境 
  事实上，赵浩军的工作状态只是中国 332个忙碌的地级市教育局局长的一个缩影。如果再加
上 1800多个县级单位，中国的教育局长约有 2200多名。 
  这个群体，支撑着中国教育的发展，决定着中国教育的未来。不过，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副研

究员丛春侠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长期陷入角色冲突的困境中：教育局

长是代表政府管理教育的，理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教育、管理教育上，放在教育内部的系统运

营上。但当下许多教育局长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沟通上级部门、协调相关单位上。以至于有的

教育局长发牢骚：“什么时候才能干点正事？” 
  财政局管钱，组织部管人，教育的事权与教育的人权、财权日益分离。“无权管自己的人，

无钱干自己的活”，成为许多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常态。 
  既要应对老百姓对升学率的要求，又要搞素质教育，面对这样的痛苦与挣扎，有教育局长不

禁感慨，“你的理念越先进，你的痛苦就越大”。 
  对于这样的角色冲突，赵浩军感同身受。在他看来，在中国的行政管理体系里，教育局长是

组织正式任命的政府部门负责人，担负着政府管理者的角色；教育局长是区域教育的第一责任人，

在教育系统里担负着教育管理者的角色；同时，由于教育事关国计民生和千家万户，教育局长在

社会系统里还必须扮演社会期盼满足者的角色。 
  在政府系统里，教育局长每天要面对大量艰难的沟通协调工作，这些沟通协调大多属于对上

和横向的联系工作，缺少这方面的沟通协调，教育工作简直“寸步难行”。在教育系统里，忙碌

是局长的工作常态。这些“忙碌”包括忙不完的文件签批、开不完的会议，应接不暇的接待检查，

到处筹款、干工程、建学校，尤其是学校安全、危房改造等应急性工作；在社会系统里，局长要

处理学校与家长的纠纷，要千方百计地搭建教育与社会沟通的管道，处理好素质教育、学生身体

健康与升学率之间的关系。 
  赵浩军认为，高考、安全与稳定是教育局长的三大高压线，再加上经费筹措的压力，人际关

系的压力以及教育系统自身管理的压力，使得许多教育局长不堪重负。 
  ■孜孜以求的超越 
  在这样的角色冲突中，赵浩军的表现尤可关注。主政邯郸教育的 8年里，该市校园文化建设
实现了一校一特色，消除了千校一面的文化贫瘠现象；全市累计投入 20 多亿元，新建和改扩建
标准化学校 300 余所；新创建省级示范性高中 11 所，一举甩掉省内倒数第一的落后帽子，跻身
河北省第三位；邯郸市义务教育基本消除了择校现象，成为全国无择校城市；全国义务教育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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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交流会在邯郸召开，邯郸成为中国义务教育均衡的区域典范，被越来越多的兄弟市学习、效

仿⋯⋯ 
  “教育局长仅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是不够的，还要讲究策略和方法。”赵浩军的经验

是，在困难的形势下开创新局面，要有 6个方面基本素质：第一，鞠躬尽瘁、忍辱负重之忠。第
二，直言敢谏，争为有为之能。第三，见事知机、见机行事之敏。第四，“山重水复疑无路，柳

暗花明又一村”之策。第五，乘风借力，“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智。第六，振兴中华，舍我其谁

之勇。 
  除了上述提到的 6个方面基本素质，在赵浩军看来，当好教育局长，最核心的是要念好“人、
钱、事”三字经。 
  念好“人”字经，就是要加强队伍建设。只有建好班子、带好队伍、用好人才，包括校长队

伍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也包括向政府争取教师编制，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高素质队

伍，才能保证教育事业的快速持续发展。 
  念好“钱”字经，就是要争取资金。投入是教育发展的前提。现在全国各地，包括发达地区

的教育经费也不怎么充足。但在缺钱的情况下，教育局长仍然可以大有作为，“在财政紧张的情

况下能为教育争取更多的投入，是教育局长执政能力的重要表现”。 
  念好“事”字经，就是要善于成事。“教育局长好像很风光，实际上是弱势局长，很多事情

没有领导的支持和其他部门的配合是难以实现的”，赵浩军经常对他的领导班子成员强调，当教

育领导干部要有“三皮精神”：头皮要硬、脸皮要厚、嘴皮要活，要想干事、善谋事、能成事、

会来事。 
  ■三字经之“人”字经 
  2003年 5月，赵浩军从邯郸县县委书记的位置上，调任邯郸市教育工委书记。9个月后，局
长退休，他任局长兼教育工委书记。之前，他是邯郸市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历任邯郸地区农业局

副局长并主持全面工作，地市合并后任邯郸市农业局常务副局长、邯郸县人民政府县长、县委书

记。在县委书记任上，邯郸市 19 个县区的党政领导班子考核中，赵浩军连续 5 年被评为“实绩
突出个人”。 
  在仕途上，赵浩军可谓一帆风顺。但命运无常，2003年初，赵浩军被诊断为肝癌。经再三考
虑，他提出辞去县委书记职务。不久，有浓厚教育情结的赵浩军被调任邯郸市教育工委书记。 
  在每一个岗位上，业绩都很突出，这源于赵浩军有一个信念：做一个有境界、有思想、有抱

负、有素养、有成就的人。“这样的人，有责任——不自私；有担当——不追逐名利；有智慧—

—有思路有威望”。 
  曾经的党政一把手经历，使得赵浩军做起教育工作来，有全局视野，能从事业发展的全局出

发，整合资源，谋划路数。调任教育局局长后，他首先做的工作，就是摸清底数，念好“人”字

经，在全市教育系统做了 5项调查——资源、投入、队伍、质量和主城区教育基本情况。 
  很快，基本情况出来了——邯郸市是河北省唯一教师缺编的地级市；河北省高考升学率倒数

第一；河北省教育投入倒数第一；校园事故频发⋯⋯赵浩军坐不住了，必须快刀斩乱麻，迅速做

些什么。 
  变革从整肃教师队伍开始。那个时候的邯郸市教师队伍，“民转公”和县职教中心培养的“收

费生”占了 25%，赵浩军的第一招，采用高考的组织模式，检测教师的知识水平，“当时规定，
你教什么学科，就考什么学科。成绩出来后，居然有考零分的，还有考几分的，触目惊心”。在

这次考试中，不及格的 130多人被转岗。 
  教师队伍建设，在整个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当中处于核心位置。赵浩军主要抓了“三师”活

动。第一个“师”是“十心立师德”，把师德具体化为十个“心”，即忠心、爱心、匠心、痴心、

童心、虚心、清心、恒心、良心、雄心。“比如说我们讲爱心，要求老师要有博爱之心，就是孟

子说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所有的学生都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对待”，赵浩军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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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师”是“十力提师能”，把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具体化为十种能力，即学习力、研究

力、创新力、驾驭力、表达力、感召力、观察力、反思力、执行力、沟通力。这十种能力，把教

师的专业能力细化为可操作的十个小方面，比如观察力，要求教师多注重观察学习有困难学生的

优点，而不是紧盯优秀生的优点。 
  第三个“师”是“十气修师表”，把师表形象具体化为十种气质，即才气、雅气、灵气、正

气、锐气、和气、勇气、大气、心气、豪气。通过这些形象化、可操作的修炼，使教师保持良好

的师表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邯郸开展的“三师”活动，都有活动载体，上文提到的“邯郸市教师风采大

赛”，就是“十气修师表”的具体呈现。 
  除了“三师”活动，赵浩军还主持建立完善了教师补充机制、激励机制、培训机制等三项机

制，邯郸市近几年补充义务教育阶段教师 5000 多人。率先开展市级特级教师评选，省、市特级
教师每月享受 600元市财政津贴。 
  通过三师活动和“地方粮票”性质的特级教师评选激励机制，再加上“走出去，请进来”。

近年来，邯郸教师队伍的专业能力得到了迅速提升。 
  除了教师队伍，赵浩军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校长队伍的建设上。在选配校长上，把握三个层

面，基础是“口碑+本事”，方法是“赛马+相马”，使用是“目标+激励”。不看关系，不讲亲疏。
让赵浩军引以为豪的是，他做教育局长 8年，没有一个人在选配校长问题上和他发生过“冲突”。 
  在教育局班子的建设上，如何调动班子成员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智慧和力量，是赵浩军重

点考虑的问题。“一把手要有胸怀，能容人，还要懂点用人的艺术和技巧。”这是赵浩军多年来当

一把手的心得，“另外，就是根据差异用好干部，尤其是要用好开创性人才。” 
  ■三字经之“钱”字经 
  经费不足，是长期困扰教育的一道难题。如何利用现有政策，多为教育争取资金，成为衡量

一个教育局长平庸还是优秀的标准。多年政府一把手的经历，让赵浩军对相关政策了然于心，这

为他利用政策争取教育经费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当一个教育局长，摸清楚了政策上的底数，算清了账，才能知道按照政策的规定，应到位多

少资金。比如，按照规定，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当中的 20%要用于教育，并且不准冲抵人头费。还
有教育费附加为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有 3%。邯郸主城区人口有 100多万，在 2004年之前，
多年的教育费附加只有 1650 万/年，后来算清了账，发现少了很多，经过争取，现在的教育费附
加，每年全市有 1亿多元。再比如，按照河北省的规定，城市建设费的 10%要用于教育，对于邯
郸来讲，每年这块有 2000万，也是个不小的数字。 
  还有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是法定必须到位的，邯郸市教育局要求各县（市、区）必须

到位。为促进这项工作的落实，赵浩军要求每年对各个县（市、区）教育投入的情况在当地媒体

上公布，尤其是“三个增长”情况，而且每年还要组织邯郸籍的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各界

代表，对各县（市、区）教育投入情况进行督导。有了这些举措，邯郸市的教育投入成倍增长。 
  让赵浩军感到痛心的是，刚开始的时候，许多县教育局局长并不了解这些政策，“教育经费

由几部分构成都不清楚”，因此，很多局长争取经费时根本没有底气。为此，赵浩军亲自和相关

县的书记、县长和局长沟通，落实这些资金。 
  在如何争取资金上，赵浩军有几句经典语录：底数要清——搞清楚投入的基本面；关系要硬

——和财政局、税务局搞好关系；政策要明——国家规定的教育投入政策要明朗化，让教育系统

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都明白这些政策。 
  “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花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赵浩军通过融资、垫资等方式，超前

投入，让孩子们超前享受高水平的教育设施，还通过动员企业家投资教育，建设优质民办学校，

解决主城区的择校问题，实现了“公校不择校，择校找民校”的教育均衡目标。 
  ■三字经之“事”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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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钱，就好办事了吗？关键在于，你是如何科学谋划的。赵浩军的原则是：站位要高——

谋划一个项目，要站在全市科学发展的角度考虑问题，要把握当下时局，要关注当下的中央政策

和省里的重大政策，善于借势、借风、借力；魄力要大——项目要有非常大的吸引力，能够引起

领导的注意力；功课做足——主管市领导和财政、人事、规划、国土、公用事业等相关部门的关

系要处好、沟通好；环节要清——每个部门要做什么具体工作，责任要落实到人，环节之间的衔

接要到位。 
  比如，配合新农村建设，在邯郸市农村地区开展标准化学校建设，根据河北省建设新农村的

部署，到今年已建成 300余所农村标准化学校。又比如，前几年，危房改造都关注农村，城市成
了“灯下黑”，邯郸市教育局先请房管部门对城市中小学搞了一次全面的安全鉴定，并及时向市

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汇报了城市学校安全状况，随即实施了主城区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改造中

小学 25所，拆除危房 2.76万平方米，新增校舍 15.8万平方米，相当于新增了 3所 10轨制初中。 
  除了上述项目，赵浩军在教育均衡的内涵式发展上，做法也很独到。为让素质教育和新课改

目标落地，赵浩军在邯郸的校园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校本革命，包括理念革命、校长革命、师

本革命、生本革命、课业革命和评价革命。关于“革命”二字，许多人噤若寒蝉。赵浩军讲，其

实“革命”二字最早出现在《周易》上，其意为“顺乎天应乎人也”，即顺应事物规律，适应人

的需要。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将先进的教育理论与自身的教育教学实践联系起来，逐步构建起属

于自身的教育观念，才能形成课堂上可操作的教学方法；当教学操作方法成熟以后，就会升华为

教育文化，当这种教育文化形成了一定的小气候，就会成为教育人的信仰。只有把教育理念转化

为自身的教育信仰，教育者才能做到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 
  赵浩军认为，校长革命就是重塑校长的教育观，通过各种交流和学习提升校长的领导艺术和

驾驭能力。师本革命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三师”活动；生本革命则围绕素质教育的目标，通过

“十个一”活动，着力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上下功夫：即一流好品德、一身好习惯、一股好精神

（创新精神）、一种好能力（实践能力）、一副好口才、一门好才艺、一生好体魄、一手好书法、

一方好人气、一个好成绩；课业革命致力于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打造激情、高效的新课堂；评

价革命则是围绕新课堂建设创新评价机制，着力在引领课堂评价的科学发展上下功夫。 
  如今，校本革命正成为引领邯郸新课堂建设，打造区域教育高地、建设教育强市的巨大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