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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美好教育”该咋办？“三年行动计划”公开征意见

95%以上初中毕业生将能升入高中
明年底拟消除普通高中大班额

为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举全市之力发展教育、办好教
育、办强教育，记者昨日从市教育局获悉，即日起，《郑州美好教
育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
众公开征集意见和建议。郑报全媒体记者 王红

据介绍，此次出台的《郑州美好
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
（征求意见稿）》，涉及全市未来3年教
育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旨在通过一
项项具体措施破解教育热点难点问
题，补齐教育短板，深化教育改革，推
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切实满足不同
群体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全力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
为了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

议，早日实现“美好教育”的建设目
标，《征求意见稿》公布在郑州市教育
局官方网站，有关单位和公众可以在
2021年 1月 15日前将意见发至电子
邮箱：faguichu0371@163.com，联系电
话：66941520。

教育是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
运、家庭幸福的大事。《征求意见稿》
明确提出，郑州将强化落实教育优先
发展战略，举全市之力发展教育、办
好教育、办强教育，在组织领导上优
先统筹，在发展规划上优先安排，在
财政投入上优先保障，在资源配置上
优先满足。未来三年，郑州将保证教
育用地的规划预留和中小学幼儿园
的规划实施。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
给，持续挖潜，解决中心城区教育资
源不足问题；扩大生源密集区学校规

模和数量，精准建校，有效缓解郑州
市学校结构性不足的问题。

一方面，我市计划深度探索教育
集团化发展模式，采取集团化和学校
联盟、结对帮扶等方式，实现校际间、
区域间合作，让传统优势学校和薄弱
学校找到新的生长点，激活办学活
力，改善教育生态，提升教育质量，让
越来越多的公办学校成为家门口的
好学校。另一方面，我市将持续推进
新优质初中建设，总结“新优质教育”
经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教育的核心是“立德树人”。《征
求意见稿》提出，今后，我市要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教育全过
程，进课程、进教材、进课堂，实现课
程育人、课堂育人；引导师生准确理
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
刻内涵和实践要求，发挥对青少年的
价值导向作用。

今后，全市要科学合理构建思想
政治课的课程体系，积极探索尝试多
种形式的有效课堂模式，提高思想政
治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提高学生
学习思想政治课程的积极性、实效性，
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回答好“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重大命题。

义务教育是办学的基础环节。
《征求意见稿》提出，未来三年，我市
计划基本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协调
发展和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
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补助
覆盖率达 100%。“三类残疾儿童”
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 95%以上。
符合入学规定的进城务工人员子
女在公办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比

率达到 90%以上。为实现高位发
展的均衡教育，我市将努力消除大
班额和超大班额，提供更加丰富的
优质教育，逐步实现市域优质均
衡。同时，省会计划完成更高水平
的普及教育。在高标准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全面普及高中
段教育，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
学校的比例达到 95%以上。

《征求意见稿》提出，我
市将加快改善普通高中基础
设施条件。市、县两级制定
本地消除普通高中大班额专
项规划，2021年底以前全部
完成。加快新建、改扩建一
批普通高中，增加学位供
给。到 2022年，高中阶段教
育毛入学率达到95%。

同时，我市将积极推进

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加强
特色高中、特色项目的试验和
推广，推动全市高中多样化发
展；实施普通高中与大学衔接
课程项目，鼓励有条件的高中
开设大学先修课程和职业教
育课程；探索发展综合高中，
推动试点中等职业学校和普
通高中学校深度融合，为学生
提供更多选择机会。

办教育，离不开全体教
师的共同努力。《征求意见
稿》提出，未来三年，我市将
完善绩效工资制度，依法保
证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
或高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
资水平，并逐步提高。同时，
要完善教师绩效工资总量调
整与公务员工资调整的联动
机制，同幅度提高教师的绩
效工资标准。

未来，我市计划加强分

类管理，对担任班主任、长
期从事特殊教育、农村基
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
教师，实行倾斜政策予以
支持。完善荣誉激励体
系，对在教学、管理等方面
做出显著成绩和突出贡献
的人员，给予奖励。同时，
我市计划加快农村教师周
转宿舍建设，确保优秀教
师在农村中小学校留得
住、用得好。

《征求意见稿》提出，我
市将全面提升教师专业能力
素质，实施中小学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提升工程 2.0
方案，开展智能化教育教学
新模式；实施千人教育名家
培育工程，遴选 1000名中小
学、幼儿园优秀骨干教师作
为郑州市教育名家培育对
象；完善教师专业发展梯级
攀升机制，培养 1万名郑州

市骨干教师、1000名郑州市
名师、100名郑州市杰出教
师；实施教师学历提升计划，
鼓励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攻
读硕士、博士学位。

三年内，全市计划培养
100名郑州市乡村名师，充分
发挥乡村名师在农村和薄弱
地区的示范引领、辐射带动
作用，促进广大乡村教师专
业成长。

“互联网+教育”的新形
势下，《征求意见稿》提出，
我市将不断优化教育信息
化环境，依托郑州市高品质
推进城市建设在 5G网络、
数据中心等新基建方面的

政策优势，完善校园网络基
础设施。计划到 2022年，全
市中小学校多媒体教室覆
盖率达到 100%，全面构建
支持泛在化学习的智慧校
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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