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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辍学者和11名逃学者
多人揪心：五十多年的学校必须要撤？

从9月1日那天，该上初三的吴艳晴没有再去上学，

辍学在家。而同班的10名同学，及1名初一学生成了逃学

者。这发生在涡阳县青疃镇殷庙初级中学（以下简称殷庙

中学）被撤后。 □ 记者 殷艳萍

报完名，学校被撤了
10月12日上午，15岁的吴艳晴在门口的小菜园里浇菜。

吴艳晴没上学已一个多月，成了辍学者。

9 月 1 日那天，吴艳晴和父母一起带学费来殷庙中学

报名上初三。交上学费没多久，学费被退了回来，老师说：

殷庙中学被撤了。

一时蒙住的不仅有吴艳晴和父母，还有同学，还有三

个年级的学生，还有他们的家长。

经过数天的交涉，不甘的老师，不舍的学生，激愤的家

长，奔走的村干部，并没有保住学校。

撤并殷庙中学的执行者是青疃中心校校长章成立。

章成立告诉记者，今年 6 月亳州市一份文件指出，“涡

阳县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实施缓慢，致使教育资源配置没

有得到优化和重组，从而造成校舍资源和教师资源的浪

费”。涡阳县教育局按照上级要求，“对于办学条件相对落

后、暂时不能满足优质办学要求的学校，可暂时停止办

学”，而“殷庙中学没有学生宿舍，微机室、实验室等相应的

教学设施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维护而不能使用，2018年6月

初，殷庙中学三个年级在校学生仅 53 人，教师 11 人，暂时

不能满足办中学的基本要求”。此外，“殷庙中学还存在着

一些不利于教学的现象”。于是，殷庙中学被停止办学。

虽然人少，但殷庙中学在今年的中考中，有一名学生

以 728 分的成绩取得全镇第一名，殷庙中学的中考成绩在

全县农村中学中名列第一。

但不足百人是个事实。殷庙中学1967年建校，鼎盛时

期，学生达到一千五百人左右，校舍不够，还要问农户借房，来

上学的有方圆几十里的学生。这在农村，是个很壮观的现象。

最近几年，学生外流到城市上学，殷庙中学迅速衰落，

留下来的学生多为留守少年。

说不了两句，便要去洗脸上的泪
学校撤并，学生被安排到青疃中心校和其他学校上

课，吴艳晴是其中之一。

“想让她上学，但家里穷，没钱上学，也不方便，太远

了。”吴艳晴的妈妈说，她家在吴牌坊，离中心校二十多里

路，到那上学，吃饭要交钱，而家里实在没什么钱，艳晴的

爸爸得了肝病，经常吃药。她家是贫困户。

不上学的日子，吴艳晴就在家帮妈妈收拾家务，洗衣

服，刷鞋子，浇菜园。

“你想上学吗？”记者问。

头低着，好大会，吴艳晴稍稍抬头，说：“想”。说完低

着头走开，去洗掉脸上的泪。每次，吴艳晴总是说不了两

句，便要去洗脸。

吴艳晴是家里的老大，有个七岁的妹妹。她性格内

向，老实，不爱说话。有时，她也和同学聊天，那些在青疃

中心校上学的她们，原来也和她一样，想回去上学，回殷庙

中学上学。

10 月 15 日周一，初三 16 个学生被通

知回殷庙中学复课。很快，新问题来了，

大部分初中老师已被分流到其他学校，那

么谁来教他们？据殷庙中学原初三教师

周卫强介绍，中心校安排殷庙小学老师代

教。“这肯定不行，且不说留下来的初中老

师太少，有些课不是小学老师能教得了

的。而我自己还要教小学的课，大部分时

间顾不上他们。”

章成立表示，目前正在逐步复课，先

把课开下去，再解决学校存在的一些问

题。“这个学校之所以这么多年没有发展，

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解决根

本问题，首先要从解决教师问题入手。教

师紧缺是其中一个方面，不仅是殷庙中学，

其他学校也如此。“我这几天都在处理这个

事情”，章成立说。涡阳县教育局局长苗彧

表示了解殷庙中学被撤的情况，对于目前

出现的情况，他说“青疃镇政府及中心校已

妥善处理。”对于其他问题不作回答。

截至发稿时，初三学生仍不能正常上

课，吴艳晴依然在家浇菜。古有子产不毁乡

校，今有一个教师坚守几个学生的学校不在

少数。殷庙中学被撤，多人揪心：五十多年

的学校必须要撤？撤校给学生造成的损失

谁来担责？农村中学的出路又在何处？

想回殷庙中学的同学有10个，还有1个初一的男孩。这是个经常逃学

的小群体，在国庆节的前一周，都没有去上学。 “天天都跑，左脚都跑肿了”

15岁，家住后刘店，离中心校二十多里路。在魏世娜

走后，她和其他9名学生又开始逃学了。不过那次集体“出

逃”没成功，被班主任撵回来了。魏世娜偷跑了两次，算跑

的较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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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家住殷庙村。“跑的连门岗都认识我们了”，袁

紫怡说，她感觉那边“被分在了差班，上课说话的多，老师

都被气得无法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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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岁，家住南姜村，初一学生。“我跑了6次”，姜海乐

说，“在那上学烦得慌”。姜海乐跟着 68 岁的奶奶生活，

奶奶不会骑车，上学每次都要找别人送，很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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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岁，家住王堰口，离中心校二十多里路。“我跑

了 N 次”，王国康每次从学校偷跑出来，要走两三个小

时才能到家。“家远住校，宿舍停水停电的，生活不方

便。”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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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家住大袁村，离中心校二十多里路。“天天跑，

还缺课，不想上，也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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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家住大袁村。“我每天都跑，离家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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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家住殷庙村，离中心校十五里左右。十一放假

前，她在青疃中心校上了两周。第二周的周三晚上，魏世

娜给妈妈打电话说：俺妈你来接我，我不想在这上了……

刚说两句话，便呜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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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岁，家住小马庄，离中心校三十里左右。“天天都跑，

左脚都跑肿了”，马佳乐觉得老师总是批评他，心里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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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家住殷庙村。“跑了三四次”，“老师说我们成绩不

好，没中心校的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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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岁，家住鲁庄，离中心校十五里路。“跑了两回，总共

上了五天课”。马平伟住姥姥家，姥姥姥爷皆已年过七十，身

体不好，不方便接送，“冬天接送，老人如果出事，谁能负这个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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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岁，家住殷庙村。“跑了两次”，感觉在家方便，爷爷奶

奶分别是76岁和74岁，不方便接送。

殷
帅
彪

初三年级回来了，却无法正常上课

吴艳晴的眼神中充满了迷茫 学生们在校门口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