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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晒郑州教育“十三五”答卷

时间丈量着发展的进度，也标
识出攀登的高度。

“十三五”期间，郑州市首批“新优
质初中”学校认定完成；全市义务教育
阶段大班额消除工作成绩突出，2019
年同比降低11.6个百分点。

未来，郑州将继续加强“新优
质初中”建设。到 2022年，创建和

培育“新优质初中”165所，全市公
办优质初中覆盖面达 60%以上；成
立市级专家指导团队，对各区“新
优质初中”建设进行专业指导；安
排专项资金，重点支持“新优质初
中”内涵建设。

实施“名校+”工程，进一步规范名
校托管办学的基本模式，将理念先进、

管理科学、质量一流的学校作为“名
校”，将发展潜力大的学校或新建学校
作为“+校”，组建一批“名校+”教育发展
共同体，形成“名校”引领“+校”快速发
展的义务教育新格局。

为了办“均衡、优质、公平”的教
育，让人民群众享受美好教育，郑州
教育人一直深耕在路上。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着力推进教育公平，强调
高质量发展，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
量的教育。“公平而有质量”的郑州解读就是“均衡、
优质”的教育。“十三五”期间，郑州市累计投资166
亿元，新建、改扩建中小学177所，投入使用140
所，新建13所高标准普通高中，推进百所初中获评
新优质初中，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上“好学
校”。郑州教育的这张“成绩单”非常亮眼。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勤 文/图

2017年，郑州列入国家
中心城市建设规划，郑州市
提出“建设全国区域性教育
中心”的宏伟目标。“十三
五”期间，郑州教育出台了
一系列重大规划，为优化资
源布局发挥了基础性作用，
规划控制了中小学教育用
地1045宗，可基本满足未来
15～20年城市发展对中小
学建设用地的需求。

与此同时，高效建设
又为美好教育构筑“硬核”

支撑。“十三五”期间，全
市教育资源存量不断增
加，累计投资 166亿元，新
建、改扩建中小学 177所，
投入使用 140 所，新增学
位 27.6万个。义务教育资
源储量不断扩大，有效缓
解了市区中小学的入学压
力。新建 13所普通高中，
其中郑州市第四高级中
学、郑州市第十八中学和
郑州市郑开学校新校区已
投入使用。

2019年 2月，位于碧云
路上的一抹“故宫红”为郑
州教育再添一笔亮丽色彩，
新建成的郑州市第十八中
学如约迎接同学们。校长
段亚萍这样说：“郑州十八
中是郑州市‘十三五’规划
的受益者。”

2018年，郑州四中高中
部新校区、郑开学校新校
区、郑州四十七中高中部东
校区、郑州一中航空港校区
等4所学校全部开工。

2019年，新建的郑州外
国语学校航空港校区、郑州
回中管城校区、郑州回中航
空港校区、郑州二中经开校
区等4所高中也全部开工。

2020年 9月，位于开元

路 129号的郑州四中新校
区投入使用。功能齐全、
设备先进的新校区配有高
端智慧黑板，30余间实验
室高标准配备，致力于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
精神。

2020年秋季，郑开学校
开始招生。

教育资源的优质提升
同样发生在全市的公办初
中学校。2018年，郑州启动
“新优质初中”创建和培育
工程。2020年 11月，经过 3
年的培育和创建，我市首批
“新优质初中”学校名单正
式公布，共 113 所。其中,
“新优质初中”95所，培育单
位18所。

存量足 高质量建校
为美好教育构筑“硬核”支撑

质量优 培育更高效发展的好学校

郑州“美好教育”高质量发展显成效

新建、改扩建中小学177所
投入使用140所，新建13所高标准普通高中

“美好生活从美好教育开始，家庭幸福从孩子健康成长开始。”美好教育承载着国家和民族的
希望，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2016年至2020年，郑州教育一直“向美而生”。教育资
源优质均衡发展，校内午餐、课后延时服务的“官方带娃”模式暖了家长的心，信息化助力教育质量
提升……“十三五”即将收官，郑州市的这张教育“答卷”收获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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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四中新校区沙盘图

当家门口有了学校，家长们随之
而来的需求就是希望这所学校尽快
成长，成为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郑州教育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2018~2022）》提出要推进教育质
量均衡发展，通过“一校多区”“联盟
集团”“强校托管”“联合办学”等形
式，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
作用，形成优质义务教育资源的聚
集效应。

在二七区，“新校办一所成一
所，弱校改一所强一所”已经成为
近年来优质教育高位均衡发展的
共识。

每周四下午的二七区长江东路
小学都特别热闹，这是学校的社团
课程时间。2020年秋季开学，二七
区长江东路小学教育集团正式成
立，下辖东校区（原长江东路第四小
学）、中校区（原长江东路小学）、西校
区（原开发路小学），采取“一套班子、
统一管理”的“紧密型”管理模式。校
长胡建玲说：“集团里的 3个校区不
分高低，就像一个大家庭，学生和老
师们经常互相‘串门’学习和交流，
做到了教育资源的互通有无。”

二七区实施“一校多区”、组建
教育发展共同体，积极探索推进“名

校+弱校”“名校+新校”“名校+民校”
集团化办学模式，长江东路小学正
是受益者。2006年建校的长江东路
小学在2013年加入当时的春晖小学
教育集团，正是从教育集团中汲取
“养分”，学校得以迅速成长壮大。

近年来，各区在依托“名校托管”
“一校多区”的基础上，纷纷成立了教
育集团——二七区已有43所中小学、
幼儿园参与名校托管，形成14个教育
集团；金水区组建了9个教育集团；中
原区组建6个教育集团，涵盖了26所
学校；管城区、经开区、高新区也在积
极探索集团化办学的新路径。

深冬时节，中牟县晨阳路学校内
的银杏树落叶纷纷，一地金黄，将这
所新学校装扮得格外美丽。每周四
下午，是学校的社团活动时间，全员
走班参加59个社团活动课程。学校
主推科技创客课程和体育教育课程。

“学校建成时，只有 400多名学
生，周围片区的学生都往县城去，不
愿意来。”校长周瑞增说，作为一所
新建的农村社区学校，建好了如何
留住生源，成了学校工作的重中之
重。学校坚持“质量立校、特色强
校”的战略发展思路，在特色建设、
社团活动、校园文化、教育教学质量
上跨入全县教育行列第一方阵。如

今，学校已经有 3700余名学生。以
前想走的学生不走了，就在家门口
上好学校；以前已经走了的学生回
来了，也想在家门口上好学校。

晨阳路学校的变化，真真切切
地说明了“让乡村学生在家门口享
受和城市孩子一样的优质教育资
源”的目标逐步变为现实。

中牟县加大财政投入，优先发
展农村教育，选派 42名县城学校优
秀校长、后备干部充实到乡村学校和
新建学校任职，每年组织约100名乡
村教师到县城学校对调交流。据不
完全统计，“十三五”期间，中牟县县
城到农村社区学校或薄弱学校任职、

任教的达230多人。
在郑州，中牟县不是个例。
登封市采取委托管理方式，扩大

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以“星火燎原”
之势促进城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

荥阳市推进“三个课堂”常态化
应用。“专递课堂”帮助农村学校开
全开足开好课程，“名师课堂”发挥
好名师的辐射带动作用，“名校网络
课堂”发挥好优质资源共享。

2018年底，全市 12个区县（市）
（含巩义市）均已通过国家县域义务
教育基本均衡验收。截至目前，郑
州市全面改薄工作完美收官，乡村
学校建设进一步加强。

郑州市七十三中足球课间活动

共发展 集团化办学让优质教育资源更聚集

缩差距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显成效

向未来 郑州教育将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