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 心 提 示

《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 ２月 ２５日刊登了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公
布的 ２０１５ 年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的名单中，宛城
区名列全国 ５４５ 个达标县（市、区）之中，成为 ２０１５ 年我市唯一达标
的区。

建设教育强区，均衡发展是前提。

在宛城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超前

实践的真实写照———从“人人有学上”的初步均衡，到“教育资源合理

配置、人人上好学”的基本均衡，区委、区政府在求解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建设教育强区的道路上执著地探索着。而今，该区教育事业蓬勃

发展，在校点布局、学校软硬件建设、精细化管理、特色办学等实践中

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创出了品牌，树立了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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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歌高奏“均衡”路 教育强区启新程
——— 宛 城 区 推 进 义 务 教 育 均 衡 发 展 纪 实

接受义务教育均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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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最好是学校
环境最美是校园

溧河乡第一初级中学是宛城区的一所

普通乡镇中学，学校环境优美，绿化面积达

２１．６％。校园规划合理，教学区、生活区、运
动区等区域分明、互不干扰；现有 １６ 个教
学班，教职工 ６４ 人，学生 ９０５ 人，无超大班
额现象。

在这里，音乐教室、美术教室、实验室、

仪器室、图书室、阅览室、多功能教室、体育

器材室、心理咨询室等功能室一应俱全。图

书室、阅览室藏书 ２４９６０ 册，每年新增书比
例 １．１％。

在这里，计算机教室、多功能教室各 １
个，教学和办公用计算机 ７５ 台，计算机教
室上课保证学生一人一机。学校计算机全

部宽带上网，接通远程教育系统，整个校园

实现了网络化。

在这里，体育器材达到《国家学校体育

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设有环形跑道的

田径场地及球类场地；有 ３００ 米环道和
１００ 米直道。

在这里，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１００％，
本科学历教师 ４２ 人，占 ６６％牞中级职称及
以上教师 ４４ 人，占 ６８．７％。

在这里，全校性的经典诵读、亲子共读

活动让学生在诵读中享受到了 “与书本为

友，与大师对话”的乐趣，受到了浓浓书香

的滋养，让读书从校园走到了家庭，让阅读

从学习走向了生活。

如今，在宛城区，无论身处城区还是

农村，市三中、市九小、汉冢乡第一中心小

学……优质的学校比比皆是。校园中，每一

面墙壁都在“说话”、每一处景点都在育人，

良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让人深深地感受

到———这里，是学生们健康成长的乐园；这

里，是培养人才的摇篮。

强化政府责任
完善保障机制

宛城区委书记刘中青说：“教育关系千

家万户，社会给予高度关注，办人民满意的

教育是区委、区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

作，坚持政府主导，明确目标责任，加大经

费投入，建立工作推进和奖惩激励制度，着

力构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机制。

加强领导，积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２０１５ 年 ９ 月，宛城区委召开常委会议，
专门讨论教育工作，破解教育发展中的难

题。区委召开庆祝第三十一个教师节暨表

彰大会，会上表彰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学年全区
优秀教师，颁布了对市三中和教研室的嘉

奖令，奖励区教体局 １００ 万元。区政府多次
组织召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会，传达

贯彻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推进会精神，成

立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同

时，结合区情实际，安排部署全区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工作。

制订 《宛城区关于进一步加快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各级各部门

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的责任和任

务，形成了全区上下重视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的共识和合力。

召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观摩会。教育

主管部门定期组织全区相关部门、中小学

校主要负责人，深入各乡镇中小学校观摩

学习、交流经验。

加大资金投入。区财政对教育拨款的

增长比例高于同期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

比例。２０１２ 年－２０１４ 年，该区财政经常性收
入 增 长 比 例 分 别 为 ２．９２％ 、１７．２１％ 、
１０．７９％，财政对教育拨款增长比例分别为
９．３％、１８．４６％、１１．５２％；生均预算内教育事
业费、公用经费逐年增长；教师平均工资高

于公务员工资；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

附加足额征收和拨付。

建立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追责

制度。宛城区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列

入年度目标考评，督促相关单位全面开展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

近年来，通过全区上下的不懈努力，宛

城区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师资实力、

管理水平、教育质量不断提高。全区现有各

级各类学校 ２３２ 所，其中，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 １１６ 所，包括小学 ９５ 所、初中 ２１ 所（含
九年一贯制学校 ３ 所）；另有高中 ３ 所，职
业中专 １ 所，特殊教育学校 １ 所，教师进修
学校 １ 所和农村教学点 １１０ 所。全区义务
教育学校中小学教师 ４９５１ 人，在校学生
９０７９２ 人，其中留守儿童 ６０６６ 人，外来务

工子女 ５６５９ 人。因成绩突出，该区先后荣
获“河南省‘两基’工作先进县”、“河南省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县”、“河南省家教示

范区”、“河南省教育宣传先进单位”等荣誉

称号。２０１５ 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先
后通过了省、国家教育督导委员会的评估

验收。

“五大工程”并进
提升办学水平

实施标准化学校建设工程。该区依据

《河南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基本

标准》，推进标准化学校建设，努力缩小城

乡和校际之间的差距，实现硬件建设均衡。

改造农村薄弱学校。２０１１ 年以来，全
区共投入资金 ２．３ 亿元，完成教学楼项目
１９６ 个，宿舍楼项目 ５０ 个，食堂餐厅项目
２７ 个，厕所项目 １９ 个，总建筑面积 ２４ 万
平方米。整修地坪 ５ 万平方米，绿化校园
２．８ 万平方米。

充实教学设备。投入资金 ４４０７．７ 万
元，加强了全区义务教育学校实验室、图书

室、仪器室和体音美、心理咨询室等配备。

各中小学校积极挖潜，多方筹资，加强学校

内部设施建设。全区小学“六室”、初中“九

室”均达到省定二类以上标准。

建设教育信息化。采取多种形式，累计

投资 ４３０５ 万元，购置多媒体远程教学设备
４４５ 套，装备多媒体教室 ３６６ 间，采购安装
网络监控摄像头 ８５２ 个，购置计算机 ２０８５
台，装备一体机 ２００ 套，装备网络视频会议
室 １００ 个，建成集网络监控和视频会议于
一体的“统一通信平台”，实现了校园安全

的全监控和视频会议的全覆盖。全区初中、

中心小学以上学校均按要求建设了计算机

教室，普通教室也装备了多媒体设备，基本

实现了“班班通”，教育教学手段得到很大

改善。

加快城区学校建设步伐，着力解决城

区学校大班额问题。坚持“适度超前”的原

则，区委、区政府科学布局，加强建设，增加

学位，解决城区学校大班额问题。２０１０ 年，
投入资金 ６６０ 万元，改扩建市十七中，扩大
建筑面积 ６７００ 平方米；２０１１ 年，投入 ９４０
万元，改扩建市七小、市十九中，扩大建筑

面积 ９４００ 平方米，增加学位 １３００ 个；２０１２
年，投入资金 １５０９ 万元，改扩建市二十五
小，增加学位 １０００ 个；２０１４ 年投入资金
５００ 万元，改扩建市八小，增加学位 ３００
个；２０１５ 年投入资金 ３５００ 万元，改扩建市
十三小、市三十一小，增加学位 ３０００ 个。在
建设过程中，区委成立了六个项目学校建

设指挥部，指挥长由区委副县级干部担任，

督促学校建设进程，解决学校建设中遇到

的难题。

实施教师队伍建设工程。全区通过建

立“三项机制”、实施“名师工程”和“名校长

工程”，促进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学校管理

水平大幅提高。

建立教师按需补进长效机制。每年都

根据上年度教师自然减员数和因适龄儿童

增长而扩大办学规模所需教师数总和，科

学制订编制，向社会公开招聘。２０１１ 年以
来，共补充义务教育阶段教师 ７７９ 人，其
中，２０１５ 年招聘教师 ２００ 名，并把 ９０％以
上新聘教师分配到农村和偏远学校，基本

满足了正常教育教学需要，有效提升了偏

远乡镇学校师资水平。

建立教师培训机制。全面开展以师德教

育、新课程、新知识、新技术为重点的教师继

续教育培训。三年来，全区共涌现出省、市级

名师 １６名，省级骨干教师 １１６名，市级名校
长 ２ 名，市级学科带头人 １３２ 名，市级骨干
教师 １１０５ 名，区级骨干教师 ４９５名。

建立教师交流机制。实行城乡学校对

口帮扶制度，采取教师交流任职、互相挂

职、结对帮扶、“以强带弱”、“捆绑发展”等

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农村学校师资水平的

快速提升。

实施学校精致化管理工程。宛城区在提

高义务教育水平、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过

程中，着力加强对学校教育的宏观管理。

努力提高干部队伍的管理水平。组织

全区中小学校校长、教导主任、政教主任近

６００ 人参加培训，结集出版了中小学校长
论坛论文汇编，交流论文 １００ 余篇，强化了
中小学校管理团队的政策意识，提升了管

理能力。

规范办学行为。认真贯彻落实《义务教

育学校管理标准》、《南阳市中小学常规管

理基本要求》和《南阳市中小学教学管理基

本要求》等文件精神，严格规范各级各类学

校办学行为。坚持实行义务教育免试、划

片、就近入学制度，学生无序流动、择校和

大班额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实行优质普

通高中分配生制度，把 ５０％的招生指标分
配到各初中，达到了生源基本均衡。建立适

龄儿童入学和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控辍

制度。要求各乡镇每年向适龄儿童发放《入

学通知书》，确保适龄生入学率达到 １００％；
重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和农村“留守儿童”

的入学工作，做到优先、优惠入学。

全面开展精致化学校管理达标晋级活

动。通过开展活动，从校园管理、规范办学、

教学改革、特色建设、学校文化五个方面，

对学校管理工作进行全面评估，评选出先

进单位，扬先励后，促使学校管理水平不断

提升。

加强教育质量管理。全面深化课程改

革，促进教学质量的均衡。相继出台了《宛

城区中小学校教师高效课堂达标三年规

划》和《全面实施课程改革的实施意见》，通

过点面结合、强力推进、校长上课、率先垂

范、全员验收、逐人过关等措施，宛城区大

多学校建立了校本特色教学模式，课堂正

向着高效课堂的目标推进。在全市“一师一

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中，全区获市级奖

励数占全市的五分之一，获省级奖励数占

全市的四分之一，总获奖数稳居全市第一。

２０１５ 年中招成绩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各类
优质高中录取线以上人数及比率在全市名

列前茅。宛城区被市教育局评为教学质量

先进县区。

实施以城带乡均衡推进工程。该区充

分发挥城区学校的管理优势、资源优势、

人才优势和教科研优势，对农村学校进行

全方位帮扶，城区 １２ 所中小学分别同 ８
个乡镇中心学校结成帮扶对子，通过实施

以城带乡工程，促进了城乡教育水平的共

同提高。

从管理上带。城区学校管理人员定期

到对口帮扶学校进行教学管理指导，从管

理理念、制度建设、教学活动策划、教学督

导评估等方面对农村学校进行帮带。

从业务上带。城区学校通过定期送教

下乡、做示范课、评课指导等方法，使农村

学校教师业务水平得到较快提高。

从教研上带。实行教研室教研员分包

制度，要求教研员定期深入到分包单位指

导教学、教研工作，将教研员所带单位、所

带学校、所带学科的教学教研效果作为教

研员职务晋升的重要条件。

从督导上带。区教育行政部门成立 ４
个督导组，分乡包片，对学校的日常管理、

教育教学、教师培训、校本教研、安全卫生

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督促和指导，帮助解

决农村学校发展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实施“阳光温暖”工程。为保障教育公

平，宛城区积极组织实施“阳光温暖”工程。

认真落实“两免一补”政策。积极筹措

寄宿生生活补助资金，２０１４ 年共发放 “一

补”资金 ６０６．７ 万元，受益人数达 ５０７５ 人。
建立留守儿童关爱机制。区政府印发

《关于加强留守儿童关爱工作的通知》，对

相关部门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建立跟踪管

理制度，对“留守学生”详细登记造册，建立

完整的档案，在学习、生活、心理等方面给

予帮助，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同时，在全区积极开展“代理妈妈”温

暖关爱行动，目前全区共有“代理妈妈”６００
多名。

健全义务教育阶段困难学生救助体系。

筹措资金 １７万元，设立宛城区家庭贫困学
生救助基金，已累计发放救助基金 ８万余元。

积极改善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完

善随班就读体系建设，保证了三类残疾少

年儿童及时入学，接受义务教育。

合理配置资源
调整学校布局

按照“高中城市化、初中乡（镇）化、小

学中心化”的布局调整要求，宛城区把位于

农村的普通高中进行资源重组和合并，逐

步迁往城区。利用原高中校址，将分散的农

村初中合并迁入乡镇，实现初中乡（镇）化。

利用原初中校址和资源，将其改建为区域

性中心小学，学片内高年级段的学生集中

到区域性中心小学就读，原村小学根据人

口密度和其他实际情况办为教学点或幼儿

园。经过资源整合，全区小学调整为 ９５ 所，
初中调整为 ２１ 所。资源整合带来的不仅仅
是办学布局上的变化，也不是简单的硬件

积累，而是一种深层次的教育改革，解决了

农村学校过于分散的问题，有效地缓解了

农村学校师资紧张的状况，节约了办学成

本，为教育均衡发展奠定了基础。

组建“学校联合体”
实 现 共 同 发 展

针对城区学校在学校管理、教学质量

等方面存在的不均衡情况，该区进行了大

胆创新和改革，采用组建“学校联合体”的

方法，打破传统的学校界限，放大优质教育

资源效应，缓解“择校热”的难题。“学校联

合体”实现一个法人代表、一套校领导班

子、两个校址，实行人、财、物一体化。２０１２
年，区政府决定把市三中与校址相邻的市

十六中、市十八中结为“学校联合体”，３ 所
学校达到了共同发展，教师实现了共同成

长，解决了城区初中的“择校热”和“超大

班”难题，满足了辖区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

的需求。市七小、市八小、市九小与校址相

邻又相对薄弱的市二十五小、市二十六小、

市二十七小联合办学，经过三年的联合办

学，现已成功脱离。市二十五小、市二十六

小、市二十七小成为辖区内的品牌学校，辖

区群众切实感受到优质、均衡的教育就在

身边。

均衡是前提，发展是目的。

宛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办学条件、

师资力量和管理水平的均衡发展，使该区

城乡学生在家门口都能上名校，享受到优

质的教育资源。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

承载着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期待，寄托

着 ４万个家庭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办好每一
所学校，让每一所学校都精彩；教好每一个

学生，让每一个孩子都成才，是宛城区义务

教育均衡的价值所系，也是宛城区教育人不

懈的追求！”刘中青对宛城区今后的教育发

展信心满怀，“未来几年是宛城区教育发展

的最佳机遇期，我们将全面提升教育质量，

打响教育强区品牌，实现教育新的跨越。”

宛城区区委书记刘中青（右二）、副区长李晓兰（右一）在中小学校调研 宛城区区长孙云飞（左二）实地察看在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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