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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教育改革发展总目标确定

两年内，我市优质教育资源要翻一番
郑州一中、外国语学校等“名校”都要扩容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人才资源是真正的第一资源。
昨日，我市召开人才暨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郑州市关于贯彻全国、全省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实施意见》（征求

意见稿），提出了到2020年我市人才发展的战略目标、总体部署和重大举措。
有关人士表示，这份《实施意见》将成为我市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是我市昂首迈进人才高地的行动纲领。 晚报记者 张勤 孙娟

教育是民生，也是郑州最重要的发展环境。
市政府提出了优质教育倍增工程，保证义务

教育的均衡发展，增加对学前教育的投入，努力消
除大班额，市区每年新增中小学学位 3.7 万个以
上，平均班额每年下降2.27个百分点，5年内达到
国家规定标准。

优质教育
两年内优质教育资源翻一番

到 2012年，市区优质小学招生学位由6900个
增至 13900个，优质初中招生学位由 3600个增至
7200个，优质高中招生学位由5000个增至9600个。

据测算，这个目标能够完成，但是需要“花钱、
花精力”。

制定了目标，就要有具体的执行方案。
两年内，现有的优质学校必须扩容，增加招生

能力。扩建郑州一中及分校、郑州外国语学校及
分校，两年内增加招生学位 1000个；扩建郑州二
中、郑州十六中、郑州三十一中等 3 所学校高中
部，两年内增加招生学位 2000个；扩建郑州外语
中学，两年内增加招生学位 200 个；扩建郑州二
中、郑州四十四中等2所学校初中部，两年内增加
招生学位 300个；市内各区也要对辖区优质小学
进行改扩建和内部挖潜，每区不少于 2 所，两年
内，增加优质学位1000个以上。

同时，通过初高中分设等方式，给优质学校设
立多个校区，扩大容量。

优质学校还将托管一部分薄弱学校，这样可
以利用相对薄弱学校的校舍资源，让优质学校为
其注入优质教育资源。

除此之外，市内各区也要对辖区内的优质小
学进行扩容。

学前教育
政府“购买”民办园，降低托费
提高公办幼儿园比例，5年内，市区新建住宅

区配套建设幼儿园的公办比例达到 60%；农村新
建乡（镇）公办中心幼儿园50所。推进街道、农村
集体开办幼儿园。

自2011年起，凡新建的乡镇公办幼儿园且规
模符合要求的，市财政按照每班10万元的标准给
予补助和奖励。到2015年，全市农村乡镇中心幼
儿园公办园比例达到100%。

从2011年起，市财政对市区公办幼儿园每增加
一个教学班给予20万元补助。到2015年，市区新建
住宅区配套建设幼儿园的公办比例达到60%。

启动学前教育政府购买服务专项计划，对符合
规定要求的民办幼儿园实行生均公用经费补贴。

从2011年起，市政府对通过市一级、市示范、
省示范幼儿园评估验收的民办幼儿园分别奖励5
万元、10万元和20万元。

兴建学校
今后，建校要先看“控制规划”
以每2万人建1所36班初中、每1万人建1所

24班小学、每 5000人建 1所 6班幼儿园的标准足
额配套建设教育设施。5 年内，在市区教育资源
不足地区，新增小学学位 11 万个、初中学位 4 万
个、高中学位2.5万个。

方案要求，在编制和审批新区开发、住宅小区
建设和城市旧区改造等项目控制性详细规划时，
要严格按照《学校建设条例》规定的市区中小学幼
儿园设置标准和“控规”中“橙线”管理的规定，配
套预留中小学幼儿园建设用地。

从 2011 年起，市财政对市区的区建初中、小
学、幼儿园，每增加一个教学班分别给予60万元、
30万元和 20万元的补助。今后市政府将根据市
本级财政收支状况，不断提高市区中小学幼儿园
建设奖励补助标准。

会议提出，我市要以建设人才强市为目标，
以提升人才能力素质为核心，以高层次人才、急
需紧缺人才和基层一线岗位实用人才为重点，以
实施重大人才工程为载体，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
伍建设，优先加大重点领域的人才培养，力争到
2015年，全市人才规模总量从现在的120万增加
到 160 万人左右，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达到
5000 人左右，科技创新团队达到 100 个左右，到
2020年，把我市建设成为全国省会城市中具有人
才竞争比较优势的区域性人才高地。

在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文
化创意、商贸物流、现代服务业等战略性支
撑产业和行业，鼓励支持企业引进创新型
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到2015年，
全市高层次人才规模达到 5 万人，重点产
业、项目领军型人才1000人左右。

到2020年，建设一批国际级和省级重
大科研项目、重大工程、重点学科和高层次
创新型科技人才培训基地。到2015年，全
市建立50个左右的高端人才实训基地。

加紧开发重点领域急缺专门人才，
重点培养引进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
市管理人才，轨道建设营运、金融期货人
才，交通管理人才，文化创意人才等经济
重点领域专业人才，加大教育、政法、宣传
思想文化、医药卫生、防灾减灾等社会发
展重点领域急需专门人才的引进培养。

定期发布紧缺人才岗位信息，畅通
重点紧缺人才引进“绿色通道”，进行重
点扶持和政策倾斜。

以交警、公交司机、环卫工人、园林
工人、市政工程人员等城市公共服务人
才为重点，建立政府奖励荣誉制度，细化
硬化一线艰苦岗位人才激励保障办法。

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科级党政正
职为重点，到2020年，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的干部占党政干部队伍的90%，专业化水
平明显提高，结构更加优化，总量从严控制。

到2015年，各类企业经营管理人才总
量达到35万人，培养企业年销售收入超百
亿元的企业家20名左右，企业年销售收入
超 50 亿的企业家 50 名左右，国有企业中
高级经营管理人员通过竞争性方式选聘
的比例达到70%。

启动高端培训，有计划安排国有企业
经营管理人才到清华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
校、职业经理学院培训；健全企业经营管理
者聘任制、任期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

到2015年，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达到80
万人，学术技术带头人达到 2000 人左右，
领军型专业技术人才达到100人左右。

在汽车及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文
化旅游、铝精深加工等战略新兴产业，培养
开发掌握核心技术的专业人才；构建专业
技术人才继续教育体系，每年培训 2 万名
左右专业技术人才。

到2015年，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10
万人，2020年达到15万人，其中技师、高
级技师达到3万人，形成一支规模相当、
技艺精湛、能够满足现代产业发展需要
的高技能人才队伍。

建立高技能人才绝技、绝活代际传
承机制，每年支持建立20个左右“技能大
师工作室”。

到2015年，农村实用人才总量达到15
万人，基本实现每个行政村有30名左右种
养加营销能手，有1名以上农村技术员、公
共卫生员、动物防疫员、大学生村干部，农
村适龄劳动者普遍掌握1~2项实用技术。

开展“绿色证书”实用人才培训制度，
每年完成2万人次培训；推动城镇医师、教
师支援农村等帮扶活动。

到 2015 年开发社会工作岗位 1.5 万
个，社会工作人才总量到2020年达到5万
人，初步形成服务民政、教育、医疗卫生、
司法、社区等领域的社会工作人才。

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工程
用 5 至 10 年时间，建立 30 个国家

级研发中心，20 个左右国家级产业技
术创新联盟。

跨越式发展海外人才聚集工程
以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国家海外

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基地）、经济技术
开发区（河南省留学人员创业园）等基
地为平台，用5到10年时间，引进50名
左右海外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
500名左右具有全日制博士、硕士学位
的海外留学人员。

院士专家“5125”工程
建立 50 个左右院士工作站，柔性

引进100名左右院士，合作研发200个
左右科技项目。

产业集聚区人才支撑工程
以经开区、高新区、航空港区和中牟产业

园为依托，到2020年，全市产业聚集区拥有10
万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文化艺术“名人名家”培养工程
形成少林文化、炎黄文化、商都文

化等特色鲜明的文化人才集群；以文
化创意、文化会展、数字动漫等新兴文
化产业为重点吸引人才。

优质教育倍增“名师名校长”工程
完善优质教育资源辐射机制，3

到 5 年内选派 1000 名左右优秀教师
到乡村中小学支教。

优质医疗倍增人才保障工程
用5年时间，支持培养住院医师500名左

右、全科医师1000名左右。用5至10年时间，为
县(市)区、乡镇（办事处）培养引进1000名左右医
学博士、硕士研究生，1万名左右医学本科生。3
年内把全市注册乡村医生全员培训一遍。

企业急需人才引进工程
研究制定《郑州市关于鼓励支持企

事业单位引进高层次人才实施办法》，提
供政策支持和优惠待遇，力争用5至10年
时间，破解我市大中型企业核心竞争力
不强、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短缺问题。

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工程
到2020年培养引进现代服务业人才20万

人左右，建立职业学校与社会合作培养机制，
形成具有一定品牌优势的现代服务人才队伍，
设立“郑州市优秀服务业人才奖”，每2年评选
表彰100名优秀服务业人才。

企业经营管理人才

党政人才 社会工作人才

专业技术人才

一线艰苦岗位人才

高技能人才 农村实用人才

人才发展10年目标
区域性人才高地

郑州教育改革发展总目标确定

一学校正在进行小班实践教学，高中等教育正向多样化和详细化发展。一学校正在进行小班实践教学，高中等教育正向多样化和详细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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