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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数年前，衡水二中还是一所在生
存线上挣扎的薄弱高中，如今，她一跃
成为全国明星中学，为全国高中教育界
所瞩目。是什么力量使得衡水二中有
了如此惊人的发展速度？或许这也是
全国教育界都想解开的神秘谜团。

曾经数次带领江苏省扬州市各县
区教育局领导和高中校长到衡水二中
取经的扬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周应华对
二中的观察和认识可谓深刻入里，他总
结说：“衡水二中的成功是精神的成
功。”

时间重回 2004 年 12 月 4 日，衡水
二中迎来了新一届“掌门人”，秦海地调
任二中校长，正当他踌躇满志地想要大
干一番的时候，却发现面对的实际并不
乐观。虽然已经晋升为省级示范性高
中，但是二中的教学成绩长期处于全市
末尾。一所建校时间不到十年的学校，
无论老师还是学生身上却都弥漫着一
种暮气。有的老师往外调，有的学生往
外转，当秦海地与更多的老师聊起理想

时，得到的答案是一脸的茫然。这位已
经在校级领导岗位上干了十一年的“老”
教育工作者敏锐地认识到衡水二中所缺
少的是一种精神，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其
他一切都是空谈。于是，在秦海地召开
的第一次全校教职工大会上，他宣布衡
水二中要精神立校，着力打造超越精神、
团结合作精神、敬业奉献精神、发展创新
精神，向高中教育巅峰迈进。

超越精神是衡水二中的精神内核

在衡水二中刚起步之时，全省高中
已经名校林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是身陷重围做困兽之斗，还是以攻为
守，独辟蹊径，突出重围？衡水二中毫
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几经锤炼，“超越永无止境”的校训
诞生了，它不是冷冰冰的文字，不是一
个摆设，而是学校文化核心的重要标
志，是重要的办学理念之一。它引导二
中人超越对手、超越前人、超越权威、超
越自我，最终从一所“拖尾校”发展成为
享誉全国的明星校，学校高考成绩连年
攀上新高峰，使越来越多的学生在二中
这片沃土上振翅起飞，圆了大学梦想。

团结合作精神是衡水二中的
精神底色

当年，作为一所诞生不足十年的薄
弱学校，衡水二中年轻教师占了绝大多
数，这些年轻人无论从资历、经验还是
方法来讲都无法与众多名校的名师单
独抗衡。团结出成绩、团结出力量、团
结出效率。秦海地提出，衡水二中的全
体教职工要凝聚成拳头，要通过团结产
生1+1＞2的效果。

在秦海地的倡导下，衡水二中形成
了四类团结协作的共同体，即以级部主
任为核心的年级管理团队、以备课组长
为核心的学科管理团队、以班主任为核
心的班级管理团队和以学生会为核心的
学生自我管理团队。大家强化合作、进
步、共赢。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溪水汇
成巨流、息壤结为泰山，团结所产生的强
大加速度，使得衡水二中一路高歌猛进，
直达高中教育之巅。

敬业奉献精神是衡水二中的
精神骨髓

在秦海地的思想中，教育者必须

要凭良心和对工作本身的专注痴迷来
保证工作质量，甚至有时候需要“舍
小家为大家”，以诚心的挚爱和无私的
奉献为自己的教育事业忘我付出。

十数年间，秦海地率先垂范、以
身作则。晨光熹微中他已来到学校，
带领中层以上领导干部站在学校门口
迎接教师们上班。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人们从这个和太阳比早起的带路
者身上感受到学校腾飞的希望，一种
创业的激情在二中人身上油然而生，
成为这所学校发展的强大助推力量。

秦海地常说，教育是一种事业，
教育者要从内心深处挚爱这项事业，
只有有了这种挚爱才能成为真正的教
育者，才能为教育倾心付出。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困
境，衡水二中没人

“畏难而逃”，而
是 在 以 秦 海 地
为 首 的 学 校 班
子带领下，团结
一心，用超常付
出 践 行 着 教 育
的 神 圣 职 责 ，

克 服 种 种 困 难 ，
一路前行。

发展创新精神是二中精神的
内在源泉

有人说大树底下不长草，秦海地明
白，在众多名校环伺的情况下，留给衡
水二中的时间和空间不多了，当时的衡
水二中无论软件还是硬件都不具备向名
校发展的客观条件。但面对困难，衡水
二中人开始实现自己的突破，不断地将

“新鲜事物”展示出来。在教学实践
中，二中独创了“原生态教育”理念和

“快乐高考”备考理念，让孩子在二中
培养三年，受益一生；他们创立了多级
部扁平化管理制度和备课组长负责制，
极大程度上调动了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
性；二中教师独创了集体备课制度和

“四维一体”高效课堂模式，建立了高
效课堂。终于，定律被打破了，衡水二
中这棵弱小的幼苗不但在大树的遮蔽
下生根、发芽，而且长成了另一株参天
大树。

当精神成为一种氛围，敬业就成为
一种时尚；当精神成为一种动力，潜藏
的能量就会爆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衡水二中的办学奇迹，其实不是奇迹，
更是一种信念和热情！

阅读提示：“平凡的孩子接进来，杰出的人才送出去”，短短的十余年时间，衡水市第二中学在没有生源优势的前提下，苦练内功，激情
创业，彰显“低进优出”教育品牌，以励志教育、养成教育、爱的教育、责任教育、感恩教育为德育抓手，激发学生学习潜能，养成学生优
秀习惯，培养学生优秀品质，由全市高中“拖尾校”一跃成为全国高中教育界瞩目的明星校，使更多的学生在这里享受了优质教育，成
为衡水高中教育的崭新旗帜。是什么原因使得衡水二中在“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过程中走出了一条让世人惊叹的超越之路，
笔者走进衡水二中，与您一同揭开衡水二中成功的秘密。

让更多的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让更多的学生享受优质教育
——探寻衡水二中逆势崛起、跨越发展之路（一）

衡水教育成果大型系列策划

快乐高考活动中快乐高考活动中，，校长秦海地为校长秦海地为
学生送上西瓜学生送上西瓜。。 校图书馆校图书馆。。

二中校门二中校门。。

成人礼活动中成人礼活动中，，校长秦海地为学校长秦海地为学
生冠戴生冠戴““成人帽成人帽”。”。

衡水二中学生跑操红遍全国衡水二中学生跑操红遍全国，，
被誉为被誉为““天下第一操天下第一操”，”，成为各地高成为各地高
中争相效仿的德育活动中争相效仿的德育活动。。

□实习生 董达 记者 尹翠莉 张淑会

面对突发疾病、意外伤害、事故现
场⋯⋯如何在最短时间内自救以及救
护他人？掌握 必 要 的 急 救 知 识 ，显 得
十分重要。

然而，笔者近来在省会街头随机访
问时，大部分受访市民表示没有接受过
专业的应急救护培训，也不懂得如何去
施救。如何提高公众应急救护知识普及
率，应急救护机制又应该如何完善？

我省公众应急救护知识
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6月30日，68岁的申海东和朋友一
起从邯郸出发去承德旅游。当他在承德
武烈路欣赏夜景时，脸、手突然发紫，
并且神志不清。和他一起出行的王德顺
手足无措，赶紧大声向路人呼救。幸
好，一位退休医生路过。观察了申海东
的情况后，给他吃了速效救心丸。几分
钟后救护车赶到，申海东被送往承德市
中心医院进行治疗。如今，申海东的病
情已经稳定。

然而，并非所有遭受意外的人都像
申海东一样幸运。据统计，我国每年心
脏猝死的人数高达 50 多万。在国际先
进地区，猝死抢救成功率最高可达30%
至 50%，而在我国一些大城市则不足
3%，其主要原因是公众缺少应急救护
知识。

“时间就是生命。”石家庄市急救中
心主治医师李东旭介绍，对于一些突发
性疾病来说，患者病发后的几分钟或十
几分钟非常关键，比如，人在心跳完全停
止的情况下，缺氧 0-4 分钟会损伤大脑，
缺氧 4-6 分钟大脑损伤加重，缺氧 6 分
钟以上就会引起不可逆的脑死亡。

“如果在这个黄金时刻及时科学有
效地开展急救，就能为医务人员赶到现
场争取宝贵的时间，从而挽救生命。”李
东旭说，对于一些严重意外事故，及时、
合理地采取急救措施能够最大程度地减
轻患者伤残。

“衡量社会应急救护能力水平，不仅
要看专业应急救护人员的素质，还要看
全民的急救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河北
省红十字会业务部王宁宁说，目前，我省
公众应急救护知识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提高相关知识普及率刻不容缓。

公共场所急救设备不足，
专业急救人员匮乏

7 月 15 日，在石家庄火车站二楼候
车大厅医疗救助站，值班医生告诉笔者，
救助站有一些应急药品，也能处理一些
简单的外伤。对于专业的应急救护设备，
值班医生摇了摇头说：“没有配备，那些
设备太贵了。”

这名值班医生说，由于医疗条件有
限，一般情况下，患者突发比较严重的疾
病或遇到意外伤害，他们会联系救护车
及时将患者送进医院救治。

笔者随后来到省会裕华区和长安区
的几家大型商场，询问有没有急救设备、
有没有展开过急救培训等，得到的回答
大都是“不了解”“没有”。而当被问到如
果现场有人需要急救时怎么办，工作人
员大都表示，一般会拨打急救电话，还会
通过商场广播在顾客中寻找医护人员。

“在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配备急救
设备很有必要。”李东旭说，以心肺复苏
急救时需要的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为例，做心源性猝死患者的心肺
复苏时，在 AED 的协助下，抢救成功率
会成倍地提高。

“ 我省公共场所很少有配备类似
AED 这种专业急救设备的。”李东旭说，
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强制要求

公共场所必须配备急救设备，也没有要
求相关人员必须掌握急救知识和技能。
在李东旭看来，这也是公众急救知识缺
乏的主要原因。

近日，石家庄市红十字会联合市轨
道交通公司对一线地铁站务人员进行应
急救护培训，内容涵盖救护基本知识、心
肺复苏、创伤救护等初级应急救护的知
识与技能，以及常见急症、意外伤害、突
发事件的处置方法等。

“在公共场所配备一定的应急救助
设备，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应急救护知识
培训是十分必要的。”王宁宁表示，相关
部门应该出台强制性的规定，提高公共
场所的应急救护保障能力。

全社会参与，将急救教育
深入每个家庭

“最近几年，公众对急救领域的关注
越来越多了。”李东旭说，石家庄市急救
中心每年会根据省红十字会的有关要求
定期对一些机构和学校展开培训，也会
有一些机构专门邀请他们去授课。

据了解，2014 年，省红十字会与省
财政厅、省教育厅、省卫生计生委、省文
明办、团省委等 6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
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对我省部分高
校大学生进行应急救护初级培训试点工
作的实施意见》，正式启动应急救护初级
培训试点工作。3 年来，全省试点高校由

起初的 12 所扩展到 19 所，共投入经费
566 万多元，培训师资 2026 名、救护员
16391名，普及培训新生近13万名。

成人心肺复苏、头顶帽式包扎、左前
臂中段骨折固定、腿部骨折固定⋯⋯6月
26 日，河北省第四届红十字应急救护大
赛在石家庄举行，来自全省各市的 12 支
社区志愿服务代表队参加了比赛。

“这项活动就是为了推动社区红十
字应急救护工作深入开展。”王宁宁说，
省红十字会不仅在高校中进行了应急救
护培训，还组织开展应急救护培训进政
法机关、进灾区小学、进扶贫村、进社区
等活动。下一步，还将专门针对公安民
警、监狱干警、灾区学生等特殊人群普及
急救知识。

“要将红十字应急救护和防灾避险
知识纳入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内容。”据
介绍，省政府曾专门出台关于加快红十
字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探索红十
字应急救护培训长效机制。

意见提出，到 2020 年，教育、公安、
旅游等部门以及交通运输、矿山、建筑、
电力等行业红十字救护员占从业人员比
例达到 15%以上，救护知识普及率达到
90%以上。

“应急救护知识要深入到每个家庭，
需要多部门合作和全社会参与。”王宁宁
认为，政府在出台相关政策的同时，应该
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加大财政经费投入
力度。

我省建立百个
省级名师工作室

公众应急救护知识普及率低，公共场所急救设备不足，专业急救人员匮乏

应急救护短板如何补齐

近日，以“应急救护
进社区”为主题的河北
省第四届红十字应急救
护大赛在石家庄举行，
来自全省各市的 12 支
社区志愿服务代表队分
别进行了成人心肺复苏
等内容的比赛。图为参
赛选手正在对“伤员”进
行腿部骨折固定。

孙玉辉 张淑会摄

本报讯（记者马利）7 月 12 日，省教育厅为 100 个省
级名师工作室授牌。名师工作室设在主持人所在学校

（单位），以主持人姓名命名，实行任期制，三年为一周期。
据了解，此次确定的名师工作室是经个人申报、各市

教育局和有关单位推荐、专家组评审后确定的。各名师
工作室由省级名师、特级教师担任主持人，每位主持人带
领 7 名学员。他们将帮助学员深入研究个人发展目标、
途径，建立学员三年个人发展规划，以师带徒为主要培养
形式，共同开展学科研究、教改探索和教学磨练活动，通
过相互学习、交流、研究、合作，促进学员快速成长，培养
一批理论水平高、教学业务精、创新能力强的学科名师。

省教育厅发出通知

职称评定向教学一线倾斜

石家庄 4月至 6月
侵财案件发案同比下降 12.1%

本报讯（记者马利）日前，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做好
2017 年职称工作的通知》，明确事业单位编制内专业技
术人才应在现工作单位申报，人事代理人员根据单位实
际情况，可以在现工作单位申报，也可以经所在工作单位
同意后在档案托管的我省各级人才市场申报。

工作单位与档案托管地不一致的，经档案托管单位同
意后，可在现工作单位申报；人事关系、档案不在我省，在
高校中兼职或提供技术服务的专业技术人才，经人事关系
所在单位或档案托管单位同意，可在其兼职单位申报。

通知提出，要鼓励创新创业和科研成果转化推广，体
现职称评定向教学一线倾斜。今年继续实行教学优秀直
接推荐政策，各高校对教学业绩特别突出、“业绩成果条
件”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可在申报限额内选拔1-2名教
授、1-3名副教授直接推荐。

本报讯（记者张清华 实习生张震）7月13日，笔者从
石家庄市公安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在4月至6月该
市公安机关开展的春季严打战役中，警方破获各类刑事案
件326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572名。

据介绍，春季严打战役打击的重点是“盗抢骗”等
多发性侵财犯罪，特别是抢劫、抢夺、入宅盗窃、盗窃电
动车、盗窃车内财物犯罪以及各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等。在公安机关强力打击下，石家庄市刑事案件发案
数量明显下降。110 接报警数据显示，4 月至 6 月该市
侵财类刑事案件发案数量同比下降 12.1%。其中，“两
抢”案件同比下降 32.9%，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同比下降
27.3%，盗窃汽车案件同比下降 12%，入室入宅盗窃案
件同比下降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