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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东乌旗苏木小学撤并的经济后果

赵丽敏

!摘
!

要"东乌珠穆沁旗*简称东乌旗+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一个纯牧业旗!自
())*

年到
())F

年间共计撤并苏木小学
*!

所!仅保留满都宝力格镇小学一所"小学的撤

并整合了教育资源!化解了牧区基础教育长期存在的分散而落后的难题!提高了牧

区基础教育的质量!实现了基础教育现代化%随着小学的撤并和向城镇的集中!大

量未成年人口及其陪读群体为接受基础教育也集中到城镇!推动了旗府所在的乌里

雅斯太镇的超城镇化"东乌旗苏木小学撤并的经济后果是$大量非生产性人口的消

费支出扩大了城市的市场需求!来自牧区源源不断的收入转移支付又避免了超城镇

化难以避免的贫民窟现象%但也增加了牧户经济负担!既减少了牧户劳动力数量!

又增加了牧户教育费用支出"因此!地方政府应&以人为本'!使基础教育在城乡间

合理布局!方利于城乡融合"

!关键词"牧区小学撤并%教学质量%牧区经济负担

一%牧区小学撤并是内蒙古(撤点并校)中的典型

(撤点并校)政策!始于
()

世纪
D)

年代末$随着
())*

年国务院颁布*关

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一场农村撤并中小学教学点和学校的大规模

行动席卷全国$该*决定+提出!要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

学界对于(撤点并校)的相关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农村!大部分学者认为

农村小学的撤并!步子走得太快!脱离农村实际!未能充分考虑到村民居住

分散%儿童年龄尚小%交通不便%乡镇寄宿制中心小学存在诸多困难等实际

情况,邬志辉%史宁中!

()**

-#居住偏远的农村弱势群体承担了教育集中化

所带来的额外交通%食宿等成本,邬志辉!

()*C

-!显著增加了学生受教育成

本!加重了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学生及其家长未必都是心甘情愿,叶敬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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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孟祥丹!

()*)

-#学生上学路程延长且寄宿低龄化!部分学生因到中心校走

读!距离过远!学生体能消耗过大#部分地方学生也会普遍推迟入学年龄!

有些学校因不收超龄学生或学生产生自卑心理而辍学,陆梦秋!

()*"

-#家庭

成员长期两地分居!导致家庭关系十分脆弱!出现老人赡养困难等状况,褚卫

中%张玉慧!

()*(

-#学校布局结构的调整!造成固定资产流失!许多硬件条

件很好的农村学校却被迫闲置,杨思远!

()*"

-#县镇学校规模和班级规模同

步扩大!大规模学校和大班额问题突出,邬志辉%史宁中!

()**

-#伴随着农

村学校的消失!乡村文化将失去载体,蔡志良%孔令新!

()*E

-!农村学校的

撤并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及语言文字的传承,杨思远!

()*"

-#还有学者从政

府角度!认为农村(撤点并校)集中办学从而推动城镇化!其背后的经济诱因

十分重要!农村教育城镇化拉动的是进城陪读家长的房租和县城周边的房地

产,邬志辉!

()*C

-!由此!政府可增收土地财政$总之!学校教育正向的外

部性在逐步消失!物质化问题日益严重!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进一

步凸显,叶敬忠%孟祥丹!

()*)

-$

诸多学者主要从教育学%社会学领域研究城镇化中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

,赵垣可%刘善槐!

()*D

#邬志辉%史宁中!

()**

-%统筹城乡义务教育,杨

挺%李伟!

()*?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翟博%孙百才!

()*(

-等问题$以上研

究较深入%充分且成果丰富!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的研究

价值在于"与学界惯用教育学%社会学理论分析(撤点并校)现象不同!本文

以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着重考察(撤点并校)的经济后果#与学界对农村教育

现象的普遍关注不同!本文将研究对象集中在地广人稀的牧区!考察(撤点并

校)对牧民这一特殊群体产生的深刻影响$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对内蒙古东乌旗

(撤点并校)进行研究!对相关文献是一个重要补充!因此具有一定的学术价

值和现实意义$

二%东乌旗苏木小学的撤并

东乌旗地处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国境线长
!(F&"

公里!是国务院批准的全

境对外开放地区$全旗土地总面积
E&FC

万平方公里!下辖
!

个镇%

E

个苏木"

%

"

苏木"来源于蒙古语,蒙古文"

1

@

2

!古代蒙古军事建制-!是一种介于县与村之

间的行政区划单位!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的牧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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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

个行政嘎查"

!以及
*

个国营林场$全旗土地总面积
EF!!E

平方千米!其

中草原总面积达
EF!C!

平方千米!可利用草场面积为
E(((C

平方千米!占天

然草场总面积的
??&?(G

$旗人民政府所在地乌里雅斯太镇是全旗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据东乌旗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
()*D

年底!东乌旗户籍总

人口
"(*F)

人,其中牧业人口
CE(CC

人!占总人口的
!!&)"G

#城镇人口

(FDCF

人!占总人口的
EE&DEG

-!常住总人口
F)F))

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为
!D&)CG

$蒙古族是全旗的主要民族!人口达
E&!"

万人!占总人口的

"E&!G

$

# 东乌旗是一个以蒙古族为主体%多民族聚居的边境牧业旗$

在全国(撤点并校)政策的推动下!

())*

年东乌旗最早撤销
(

所牧区小

学!将萨麦苏木小学和翁图苏木小学并入乌里雅斯太蒙校!宝格达山学校改

为教学点!其他中心校不变$

())(

年末锡林郭勒盟制定的*关于实施围封转

移战略的决定+提到"(教育部门根据围封转移教育规划!合理调整农村牧区

学校布局!并向城镇适度集中!围封转移战略要求的重点学校!各级政府从

政策上和投入上予以重点支持$)

$东乌旗政府也制定了*东乌旗
())E

'

())"

年中小学布局调整规划+!

())"

年
D

月!除满都宝拉格镇小学外!苏木小学

已全部撤并到乌里雅斯太镇!撤并情况如表
*

$

表
"

!

东乌旗中小学布局调整情况

撤并苏木小学时间 撤销学校数量 撤销学校名称 并入学校名称

())*

年
F

月
(

所
萨麦苏木小学

翁图苏木小学
乌里雅斯太蒙校

())(

年
F

月
*

所 敦达高毕苏木小学 乌里雅斯太蒙校

())E

年
D

月
E

所

宝拉格苏木小学

额仁高毕苏木小学

翁根苏木小学

乌拉盖苏木小学

蒙授学生并入乌里雅斯

太蒙校

汉授学生并入第一小学

"

#

$

嘎查"蒙古语的行政村$在内蒙古自治区有关盟市所属的行政编制下!设立嘎查

,与行政村平级-$

东乌珠穆沁旗统计局"*东乌珠穆沁旗
()*D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年
C

月!

,77

J

"00

;;;V5;

c

V

A

$:V1.

0

4<

0

1

@

];

0

7

g

BB

0

7

gA

<

0

()())E

0

7()())E(E

2

(E(CC*"V

,72%

!

()()

年
E

月
(E

日$

孙太元主编"*锡林郭勒年鉴+!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

年!(中共

锡盟委%锡盟行署关于实施围封转移战略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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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撤并苏木小学时间 撤销学校数量 撤销学校名称 并入学校名称

())!

年
D

月
"

所

呼热图淖尔苏木小学

白音呼布尔苏木小学

阿拉坦合力苏木小学

戈布沁苏木小学

额和宝力格苏木小学

宝格达山林场小学

乌里雅斯太蒙校

第一小学

第二小学

())"

年
D

月
(

所
道特淖尔苏木小学

额吉淖尔苏木小学

乌里雅斯太蒙校

第一小学

第二小学

!!

资料来源"笔者调研统计

目前!东乌旗政府所在地乌里雅斯太镇设有
E

所小学!苏木镇设有
*

所

小学!在校学生有
ECD"

名!其中苏木镇户籍学生
(*)C

人!占
E?G

!在旗府

所在地就学的学生占总数的
DC&CG

$满都宝力格小学是全旗唯一一所苏木镇

小学!设有
*

'

"

年级
"

个班!在校生
*("

名$

三%实现了牧区基础教育的现代化

基础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基础!在人的一生发展乃至社会文明进步中

发挥着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

" 东乌旗是一个纯牧业旗!牧区地广人稀且牧

民不完全定居$一般来说!牧区基础教育布局分散!导致教育资源城乡分布

不均衡!城镇人均教育投入经费高于牧区!城镇学校建设好于牧区!城镇学

校的师资也要优于牧区!适应牧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自身的发展!都迫切

要求牧区教育寻找新的出路$

在中国城镇化的背景下!教育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东乌旗基础教育实

现了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成功转型!包括学校建设%师资配置%课程的

标准化以及教育手段的信息化$通过学校布局调整!扩大了办学规模!实现

教育资源集约化%教育效益最大化!为东乌旗教育事业的良性发展孕育了美

好的前景$

一是学校布局调整促使该旗在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实现了资源整合!

改变了以往资源分散%效益不高的局面!为实现集中办学%办好优质教育奠

"

褚宏启"*中国基础教育现代化的六个关键问题+!*中小学管理+!

()*?

年第
*)

期$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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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定了基础$自
()*)

年以来!东乌旗先后投入
(&(

亿元!重点实施校安工程%

薄弱学校改造工程%标准化学校建设等工程!实现了校园(平改楼)%塑胶运

动场%室内体育馆%电子白板%安防设施等全覆盖!

()*E

年全旗各中小学校

均达到盟级标准化学校办学标准!办学条件得到全面改善$

二是学校布局调整改善了旗直中小学的办学条件!起到了(筑巢引凤)的

功效$尤其是民族综合高中的建成吸引了一大批优秀高中教师到东乌旗工作!

进一步提升了高中教育水平!同时也吸引了大多数赴外地上学的中小学生返

旗上学!为更好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奠定基础$

三是学校布局调整提升了办学质量$东乌旗将提升教育整体办学质量作

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几年来先后开展了(中小学教师素质提高工程)(师德

师风建设年)(课堂教学效益年)(名师带动)等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程!深化

(校长聘任制)(一线教师激励机制)(绩效工资)等改革!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和课堂教学管理!办学质量有了明显提升$

()*)

年以来!先后考录教师

*?C

人!教师年均培训科目达到
C

个以上!教师队伍综合素质及课堂教学水

平显著提高!中%高考升学率明显提高$使牧区学生可以享受到与城镇学生

一样的优质教育!缩小了城乡教育差距!促进了教育的均衡发展!为提高居

民和牧民整体素质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小学的撤并整合了教育资源!化解了牧区基础教育长期存在的分散而落

后的难题!提高了牧区基础教育的质量!实现了基础教育现代化$随着小学

的撤并和向城镇的集中!大量未成年人口及其陪读群体为接受基础教育也集

中到城镇!推动了旗府所在的乌里雅斯太镇的超城镇化$

四%不合理的撤并行为加重了牧区经济负担

牧区学校撤并为东乌旗基础教育的发展和乌里雅斯太镇的经济发展起到

了积极作用!

())F

年!东乌旗城镇化率已达
!*G

!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仅为

E!&?DG

$人口的集中推动了旗域经济发展!开辟了牧区旗城镇化的独特道

路!大量非生产性人口的消费支出扩大了城市的市场需求!来自牧区源源不

断的收入转移支付又避免了超城镇化难以避免的贫民窟现象$但也增加了牧

户经济负担!既减少了牧户劳动力数量!又增加了牧户教育费用支出$

#一$增加了牧户教育费用支出

东乌旗苏木小学布局调整!扩大了学校的辐射半径!拉长了学生家庭和

学校之间的距离!直接导致牧户教育费用支出陡增$除满都宝力格中心校至

今保留!东乌旗其余
*!

所苏木小学均已撤并到乌里雅斯太镇!离学校最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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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额吉淖尔镇!其牧民家到乌镇学校的距离为
E)

公里!最远的是宝格达山林

场!牧民家到学校的距离达到
(")

公里$

表
%

!

东乌旗各镇&苏木与旗府所在地学校的距离 单位"公里

序号 苏木名称 与乌镇学校间距离

*

额吉淖尔镇
E)

(

嘎达布其镇
")

C

道特淖尔镇
D)

E

阿拉坦合利苏木
*)?

!

嘎海乐苏木
**)

"

乌拉盖管理区
*E)

F

呼热图
*E"

?

萨麦苏木
*!)

D

满都宝利格镇
*")

*)

宝格达山林场
(")

!!

资料来源"笔者调研统计

如表
(

所示!东乌旗各牧区小学撤并后!牧区学生步行上学是不可能的!

牧民子女不得不到距家较远的乌里雅斯太镇求学!由此增加了他们上学的距

离和时间成本$从教育财政看!学校合并后成本是降低了!但这些成本却几

乎都转移到了牧民身上!其中住宿成本占比最大!其次是伙食费%生活费%

交通费%通讯费以及家长陪读%探视费用等$

由于学生家庭和学校距离变远!促使牧区学生!尤其是小学生和幼儿园

学生的上学方式由过去的以走读为主向以寄宿为主转变!东乌旗的寄宿制学

校应时而生$寄宿制学校分为两种!一种是校内住宿!另一种是校外住宿!

后者又包括将孩子寄宿在亲友家或专门的寄宿家庭中和租房住宿$

())!

年
D

月撤并生的学生住宿统计情况见表
C

$

表
&

!

旗直各中小学苏木户籍撤并生住宿&购房&租房&寄宿情况统计表 单位"人

学校名称 撤并生人数 住宿生人数 购房人数 租房人数 校外寄宿

一校
*F ) ) ) *F

二校
C! ) C *( ()

蒙校
EC! ) *E* *(C *F*

乌镇蒙校
F)F *)F (FC *?D *C?

希望小学
( ) ) ( )

合计
**D" *)F E*F C(" CE"

!!

资料来源"东乌珠穆沁旗教育局基础教育股!统计时间
())!

年
D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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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统计情况充分说明了(陪读)现象在东乌旗普遍存在!住房的刚性需求是

导致牧户教育总支出增加的主要因素$小学及以下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很弱!尤其是对于幼儿园的孩子和
*

'

C

年级的小学生!他们年龄幼

小!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出于对孩子安全的考虑!很多父母不得不放弃

在牧区的生产活动!到乌里雅斯太镇学校附近租房陪读$牧户中有老人进城

陪读的!有母亲进城陪读的!男子在牧区从事繁重的牧业生产!而妇女则在

学校所在地购房%租房陪读$学校布局调整后孩子不但离开了家!还专门有

人陪同!照顾孩子的学习和生活!这种寄宿制学校模式!变相增加了牧户的

经济负担$虽然(两免一补)政策解决了学生的书杂费和部分住宿费!但距离

的增加必然带来交通费用%通讯费用的产生!及学生每学年生活费用的提高$

())F

年苏木小学二年级的
C)

户撤并生家长接受访谈调查!其中校内住宿学

生
*)

户%校外租房陪读学生
*!

户%校外寄宿亲友家的学生
!

户!其家庭年

教育支出情况见表
E

$

表
'

!

%))I

年苏木小学二年级撤并生家庭年教育支出情况统计表 单位"元

寄宿

形式
访谈者

进城

人数
住宿费 伙食费 生活费 资料费 交通费 通讯费

教育总

支出

家庭总

支出

家庭总

收入

校
内
住
宿

* * *)) *()) F)) *)) C)) *)) (!)) *())) ())))

( * *)) *()) ?)) *)) E)) *!) (F!) *"))) (!)))

C * *)) *()) F!) *)) ()) *)) (E!) *!))) (()))

E * *)) *()) "!) *)) C)) ()) (!!) *C))) C))))

! * *)) *()) F)) *)) E!) *!) (F)) *E!)) (?)))

" * *)) *()) ?!) *)) !)) *)) (?!) *(!)) ())))

F * *)) *()) ?)) *)) E)) *?) (F?) *C))) C))))

? * *)) *()) "!) *)) C)) (() (!F) *())) (!)))

D * *)) *()) ?)) *)) C!) ()) C!!) *C!)) C))))

*) * *)) *()) ?)) *)) E)) *!) (F!) *())) *")))

亲
友
0

寄
宿
家
庭

** * (E)) > *))) *)) C)) *)) CD)) *E))) ())))

*( * (E)) > *()) *)) E)) ()) EC)) *"!)) *?)))

*C * (E)) > ?)) *)) C!) *!) C?)) *F))) (E)))

*E * (E)) > *))) *)) !!) ()) E(!) *F!)) C))))

*! * (E)) > *!)) *)) E!) *!) 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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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

形式
访谈者

进城

人数
住宿费 伙食费 生活费 资料费 交通费 通讯费

教育总

支出

家庭总

支出

家庭总

收入

租
房
陪
读

*" C *)))) F!) ()?) *)) E?) ()) *CF!) C)EF) E))))

*F E C")) *))) CF)) *)) !)) *)) D))) (*))) C!)))

*? E C")) *!)) C!)) *)) E!) *!) DC)) *?))) C))))

*D C C")) *()) C))) *)) !!) *)) ?!!) *!))) C!)))

() ( C")) *))) ())) *)) E)) *)) "C)) *"))) E))))

(* ( C")) **)) (!)) *)) C!) *?) F?C) *())) C))))

(( C C")) *E)) C))) *)) E)) ()) ?F)) *!))) C!)))

(C C *)))) *C)) C!)) *)) E!) (*) *!!") *E))) C))))

(E C ?))) *()) C()) *)) C)) ()) *C))) *?))) E))))

(! C C")) *()) C!)) *)) !)) ()) D*)) *!))) C!)))

(" E *)))) *!)) C))) *)) E!) *)) *!*!) *E!)) E))))

(F ( C")) *(!) (!)) *)) E!) *!) ?)!) *!))) C!)))

(? ( C")) **)) (C)) *)) C!) *?) F"C) *E))) C))))

(D C C")) *C)) (?)) *)) E)) ()) ?E)) *C!)) E))))

C) ( C")) *()) (()) *)) !)) *!) FF!) *E))) C))))

!!

资料来源"笔者
()()

年
"

月
((

日'

F

月
*C

日于东乌旗调研(撤并学校后教育费用支

出情况)整理$"

根据被调查的
C)

户牧民家长统计结果分析!

?!G

的被调查家长认为学校

撤并对家庭正常生活经济产生了压力!

!)G

的被调查家长表示学生每学年的

教育及生活支出在
!)))

元以上!成为家庭第一大消费支出$

如此算下来!为享受与城市均等的优质教育资源!牧民子女付出了太大

的代价$在访谈过程中!原东乌旗教育局主任%现东乌旗第二小学校长略显

酸楚又无奈地说!(东乌旗苏木小学撤并后!牧区学生被迫到乌里雅斯太镇上

学$乌镇距离牧户距离遥远!考虑到孩子的教育成本%交通和安全问题!加

之部分牧民家长对教育的认识不够!一些家长索性让孩子辍学在家从事牧业

生产$当我们这些老师去到牧户家中的时候!看到仅仅
"

岁的孩子在放牧%

"

说明"租房分为两种"平房是
C))

元0月!楼房是
*)))

元0月$小学住宿标准收

费是
!)

元0学期!伙食费是
*!)

元0月!资料费中包含"作业本费
()

元0学期!教辅书费

C)

元0学期$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实行(两免一补)政策!免受学杂费和书费!补助住宿费

及伙食费!即每学期补助
F!

元$地方补助每学期
((!

元!实际住宿生
(?)

名$另"寄宿

家庭的住宿费中包括伙食费!故此表中不予重复计算$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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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洗衣%做饭33而无法接受义务教育!很是心疼和惋惜)$他还说!(想当年!

苏木小学撤并初期!因为上学距离变远!很多牧民家长不让孩子上学!我们

就挨家挨户地去牧民家做思想工作!劝说家长送孩子到乌镇读书!保障孩子

享受义务教育的基本权利!并藉此普法$如果有些牧民坚持不送孩子上学!

就告诉他们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他们才会考虑让孩子重返校园$牧区分散

居住的牧户间距离很远!我们学校领导%老师亲自到牧户家中!一天也就能

去两三户!有的牧民家长没什么文化水平!沟通不便!我们又需要多次访问

和做思想工作!就这样大概跑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让所有适龄儿童都回

到了校园读书!实现了8两基达标5

"

$想想那些日子真的是永生难忘啊9 尤

其是看到那些年幼的孩子!离开父母时的场景真是于心不忍啊33)说到这

里!校长眼里闪着泪花$东乌旗苏木小学的撤并!对于每一牧户无疑是雪上

加霜!孩子的求学之路实属不易$

由于牧区居住分散!笔者请求各苏木的嘎查长协助发放(东乌旗苏木小学

撤并对牧民家庭影响)调查问卷!总计覆盖东乌旗
!

个苏木
*)

个嘎查!均匀

分布于东乌旗!能够较好地反映苏木小学撤并对家庭影响的情况$本次共发

放
C))

份调查问卷!回收到
C))

份!回收率
*))G

!据整理!其中有效调查

问卷
(?D

份!占回收总问卷的
D"&CG

$家长最担心的问题就是经济负担加

重!而排在第二%第三的分别是孩子寄宿问题%交通安全等问题$

#二$减少了牧户劳动力

东乌旗教育推动型超城镇化造成家庭成员的分离是劳动力一人留守在牧

区!与东部地区城镇化中青壮男女外出打工!老人%妇女和孩子留守有所不

同$也就是说对于牧区而言!因教育被吸引到城市里的牧民不一定是剩余劳

动力!很多都是家庭中的必要劳动力!如母亲$这部分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强

行被吸纳到城市里!但城市无法为其提供陪读期间的适当工作岗位!因此!

陪读家长在城市的陪读期间基本处于结构性失业状态中$只有在每年
C

月
()

日左右到
!

月初左右,持续
E!

天-的牧区接羔时间!或是秋季牧区打草!因家

中劳动力不足!不富裕的牧户就选择回到牧区从事牧业生产!待繁忙季节过

后返回城市里继续陪读$还有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牧户!因缺少劳动力便请

代牧人!也被牧民称为(羊倌)!指牧民在家庭畜群规模大%劳动力不足的情

况下!雇佣为自家牲畜代为放牧的牧羊人$尤其在春季接羔%夏季放牧%秋

季打草等繁忙季节!因陪读导致的劳力紧缺的家庭就更需要从外部寻求帮助!

这就使劳动力如同(紧俏的商品)!在大户与小户%富户与贫户之间!甚至牧

"

(两基达标)"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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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与非牧民之间流动起来$

对于需要父母陪读的家庭!家庭必要劳动力的丧失给牧区经济带来了消

极影响$经实地调研!走访
C)

户牧民家中!各苏木,镇-问卷调查中选择的牧

户按不同标准可作如下划分"按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可划分为劳力多牧户和

少劳力牧户#按家庭年均收入可划分为富户和穷户#按进城陪读人员!可划

分为老人陪读户!青壮陪读户$调查结果显示!苏木小学的撤并对所有牧户

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尤其是劳动力少和家庭条件贫困的牧户!影响最大!甚

至有些家庭因陪读致贫$其中由老人陪读户!祖孙二人进城生活令家庭担忧!

老人年龄大!孩子又过小!老人不仅要照顾自己!还要照顾孩子$

在回收到的
(?D

份有效调查问卷中!对于劳动力是否缺失这一项!在

((E

位陪读人员家庭中!有
!?

户由老人陪读!剩余
*""

户由父亲或者母亲陪

读!其中母亲陪读
*!(

户!占
D*&"G

!父亲在牧区从事牧业生产以支持全家

支出$同时!也有少数因父亲身体患病!在牧区也无法劳作!因此到城市陪

读!由母亲留在牧区从事牧业生产活动,见表
!

-$

表
(

!

撤并生的陪读人员情况汇总表 单位"户%

G

陪读人员

总数

老人陪读

户数

母亲陪读

户数

父亲陪读

户数

父母共同

陪同户数

占比
((E !?

(!&?G

*!(

"F&DG

**

E&DG

C

*&CG

!!

资料来源"笔者调研整理

表
U

!

撤并生家庭牧业生产中劳动力损失情况汇总表

损失劳动力情况#户$ 雇佣劳动力情况#户$ 佣金#元$

损失
*

个劳动力
*"C

雇佣
*

个劳动力
?D C)))

元0月

损失
(

个以上劳动力
C

雇佣
(

个及以上劳动力
? ")))

元0月

!!

资料来源"笔者调研整理

东乌旗
*""

户父亲或者母亲进城陪读的家庭中!有
?D

户在繁忙季节雇请

(羊倌)帮忙!其中在佣金方面一年支出至少在
!)))

'

*))))

元之间$相比没

有损失一个必要劳动力时!增加在
*&(!

倍以上$有
*)(

户家庭表示!在未陪

读的情况下!繁忙季节基本不需要雇佣劳动力!陪读后需要雇佣一个劳动力$

有
D

户牧民家庭表示陪读前!除非主要劳力身体不好!一般无需雇人!因此

陪读发生前后劳动力对家庭贡献的影响不是很大!但也会有一些!比如无人

照料家务$总之!陪读导致牧户劳动力减少!货币支出增加,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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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五%以人为本!合理布局

城乡差别是社会三大差别之一!也是我国各地方存在的突出表现$撤销

苏木小学合并至旗府所在地后!必然影响苏木经济发展!加大城乡差距$基

础教育看似只是教育的问题!实质上!苏木小学的存在可促进该区域的交通

运输%餐厅%商店%宾馆%邮局%卫生%娱乐等多方面共同发展$如果裁撤

了学校!或将学校合并到乌镇!那么(乡村)就真的变成了(村野)!再也看不

到孩童!只剩下成年人和婴儿!牧区将变得荒凉!毫无生活气息且更加落后$

苏木里的饭店%酒馆不断增加!而学校不断被裁撤$部分苏木设有多个嘎查!

几千甚至几万牧民%几百甚至几千名儿童在此生活!(撤点并校)后这些苏木

小学消失了!着实是件令人遗憾%悲哀且值得深思的事情$古语讲(分久必

合!合久必分)$如今苏木小学撤并!哪天在已到了苏木(不重建学校不行了)

的情况下!相信一定会有(新)建的一天$

关于东乌旗苏木小学的不合理撤并!我们不禁又要问"合并学校的性质

是什么& 从哲学角度看!内容决定形式$内容第一!形式第二!形式必须随

着内容改变$教育改革的重点是教育组织形式上!而非在人数的多寡上!教

育方向错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目的不改就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本

质上看!撤并学校这件事!形式大于内容!过于追求形式!牧民等弱势群体

的基本利益就会受损$我们不能把撤并学校作为教育改革的重点!这对于牧

区而言!就是搞形式工作!不符合基层牧民%教师的意愿$

综上!对已撤并的苏木小学!建议自治区相关部门组成专题调研组进一

步深入东乌旗基层!深入了解牧区孩子上学就读存在的实际困难$根据人口

居住和地理位置!本着(科学规划%以人为本%合理布局)的原则!建议在人

口相对集中%辐射半径范围广的道特淖尔镇%嘎达布其镇和额吉淖尔镇三个

苏木镇恢复小学$

第一!恢复道特淖尔镇小学$道特淖尔镇位于东乌旗东部!距旗政府所

在地
*()

公里!现有小学适龄儿童
CEF

人$东乌旗应在该镇设立全日制蒙汉

双语小学!并辐射周边的呼热图苏木及嘎海乐苏木!可接纳小学适龄儿童达

*)FF

人$

第二!设立嘎达布其镇中蒙友好学校$嘎达布其镇位于东乌旗北部!距

旗政府所在地
"?

公里!现有小学适龄儿童
(!C

人$东乌旗应在该镇设立全日

制中蒙友好蒙汉双语学校!对内辐射周边的萨麦苏木!可接纳小学适龄儿童

达
"!!

人$同时也可接纳蒙古国苏赫巴托省%东方省和肯特省小学适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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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第三!恢复额吉淖尔淖干乌太社区,盐池-教学点$额吉淖尔淖干乌太社

区位于东乌旗西部!距旗政府所在地
!)

多公里!现有小学适龄儿童
C)"

人$

东乌旗应充分利用额吉淖尔小学撤销后的现有闲置校舍进行翻修!设立学前

及小学教学点!并根据生源情况按照每年恢复
*

个年级,蒙汉各
*

个班-的办

法!分六年完成额吉淖尔淖干乌太社区小学恢复工作$该教学点建成后!可

辐射周边阿拉坦合力苏木!可接纳小学适龄儿童达
EF"

人$

东乌旗苏木小学不合理的撤并是内蒙古牧区的典型!我们不否认其撤并

后对牧区基础教育和城镇化的积极意义!但任何事物一旦过(度)!便适得其

反$当旗政府过度撤并苏木小学!给牧区带来的消极影响远大于积极影响时!

牧民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是否还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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