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州新闻A18

13个学区长昨天走马上任
在9月16日召开的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上，省长郭庚茂提出，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的均衡发

展，鼓励开展“学区制”试点。郭庚茂指出，可以在一定区域内将义务教育学校划分为若干学
区，学区内的学校实行资源共享、捆绑发展、师资互派、统一教学。

其实，从今年年初，郑州市教育局就开始酝酿在市区实行“学区制”。秋季开学后，“学区
制”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昨日下午，13个学区长正式接受市教育局的聘任证书，成为市区的
13个学区的“领头人”。

据了解，市教育局已划定了13个学区，其中市区56所市属初中被分成了10个学区，增加了
3个高中学区。

13个学区分别是：郑州一中学区、二中学区、五中学区、回中学区、七中学区、八中学区、九
中学区、十一中学区、十九中学区、三十一中学区、四十七中学区、五十七中学区、郑州外国语学
校学区。

共享时，强校不要吝啬自己的“名师”
根据市教育局制定的“学区制”方案来看，在运行过程中，学区内各学校之间将要实行资源

共享，捆绑发展，师资互派，统一教学，以优质学校带动其他学校的发展，以实现学校的均衡发
展。

从每个学区内的学校组成来看，起“带领”作用的是市区的热点初中和高中名校，还有相对
薄弱的学校，有市属中学，也有区属中学。强校、名校愿意把自己的优秀师资、先进教学设备和
资源拿出来共享吗？

“名校、学区带头学校，不要吝啬你们的名师、杰出教师。”市教育局局长翟幸福说，共享的
资源中，优秀的师资才是一切资源中的基础。在学区内的各学校里，骨干教师的队伍都差不
多，但是名师的数量就有差距了，学科带头人、杰出教师不是每所学校都有的。

翟幸福希望通过学区内交流任教、跨校兼课或师徒结对等形式，让学区内其他学校的普通
教师也能听到名师的课。

将来时，学区内有望统一招生
据了解，随着学区间教育均衡的推进，以后“小升初”时，有望实现学区内学校任选。初中

升高中时，同一学区内的高中有望统一分数线等。
“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翟幸福在接受采访时称，在条件成熟时实现招生统一，也不是不

可能的事。他说，这里所说的“招生统一”，主要是指高中，通过实行多年的“学区制”后，一个学
区内各学校之间的老师均衡了，硬件设施可以共享了，教学进度都统一了，学校之间也就没有
了差距。“学生上哪所学校都是一样的。”

比如，郑州一中学区共有7个学校，有郑州一中、二十四中、三十六中、五十三中、七十四中、
新意中学和二砂寄宿学校，在运行“学区制”的过程中，通过各种形式的共享，最终达到硬件和
软件的统一。“在高中招生时，就可以只划定一条分数线，分数线以内的学生在7个学校之间平
均分配。”翟幸福说，这是将来学区制发展要达到的一个效果。

省消协发布月饼消费警示

“无糖”“滋补”月饼都是玩概念的
中秋临近，省消协发布消费警示，提醒消费者慎购以下月饼：
慎购一些超市、宾馆、酒店自制的无QS认证标志的月饼。包装过度豪华和搭售、

送配其他商品的月饼，往往是生产企业为迎合节日送礼的需要，而所装的月饼质量和
档次一般，消费者购买此类月饼往往会多花不少冤枉钱。

流动摊贩、地摊或小作坊的现做现卖的裸装月饼，由于场地卫生条件差，原料质
量也很难保证，购买时要谨慎。

一些企业和商家为促销，宣称自己产销的月饼是“无糖”月饼、“滋补”月饼，甚至
具有“清热明目，防治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提高免疫力”等等保健功效，这些其实
都属于不实和夸大的宣传炒作，消费者对此不要轻信而盲目购买。 晚报记者 左赞

昨天上午，“全国节水教育基地”揭牌仪式在郑东新区CBD人工湿地隆重举行。这
是我省首次获得此项荣誉。由于其具有生态的独特性和公众效应，郑东新区管委会已
把CBD人工湿地作为城市公共游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免费向社会开放。

晚报记者 马燕 通讯员 孙思含

70台公交车投放西区
昨日，位于科学大道的公交一公司场区内，又迎来了70位公交“新兵”，它们将在

21日扩充西部公交线路。
这70台公交车将于9月21日起陆续与市民见面，主要投放在59路、44路、K9路、

60路等公交线路上，届时这些线路早晚高峰的发车密度、发车间隔都将有所缩短。
晚报记者 张华 通讯员 梅子

老校+新校，强校+弱校，共享教学资源、设备、优质师资，做到课程计划、教学
进度、考试评价等都统一起来。这是本市开始实行的“学区制”运行模式。

让市民更兴奋的还有一条消息，通过运行学区制，在条件成熟时实现“招生统一”。
昨天下午，市区目前划定的13个学区聘任了各自的学区长。担任学区长的人

选，都是市区热点学校的负责人。 晚报记者 张勤

郑东新区CBD人工湿地
成“全国节水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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