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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区内由园林部门管，建成区外
林业部门管，执法交给城管部门

古树名木被誉为“绿色文物、
活化石”，据普查数据统计，我市
现存古树 3962株、名木 93株、古
树群26处，分35科76属324种。

《条例（草案）》明确了城市园
林绿化主管部门和林业主管部门
是本市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城市
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负责城市建成
区范围内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
林业主管部门负责城市建成区范
围外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因我
市城市园林执法已全部纳入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事项，《条例（草
案）》综合执法体制改革实际，确
定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负责
城市建成区范围内涉及古树名木
的行政执法事项。

树龄50年以上不满100年的
古树后备资源纳入保护范围

《条例（草案）》按照分级保护
原则，确定了不同树龄古树及古
树后备资源的保护范围划定标
准，统筹考虑了古树名木保护与
城市发展建设之间的关系。为培
育和延续古树资源，《条例（草
案）》将树龄在50年以上不满100
年的古树后备资源纳入保护范

围，规定了相应的保护措施。

签订协议明确养护责任
日常养护费用有补偿

《条例（草案）》确定了不同情
形下的古树名木养护责任人，采
取签订养护协议方式明确养护责
任，对养护责任人应当采取的日
常养护措施、灾害天气的保护措
施、发现异常情形的报告义务等
作了具体规定。同时，《条例（草
案）》还确立了对养护责任人日常
养护费用的补偿机制。

对古树名木定期普查建档
并实行动态管理

《条例（草案）》规定市古树名
木主管部门定期组织普查建档并
实行动态管理的制度，明确与相
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对古
树名木主管部门的巡查制度和
定期专业养护作了规定。为加
大保护力度，《条例（草案）》对有
可能对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
源造成损害的行为作了禁止性
规定；对可以申请移植的条件、
提交材料、审批程序及移植后的
养护费用承担等方面作了明确
规定；对古树名木死亡后的处理
措施作了规定。

根据国家提出的“到2018年基
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到2020
年基本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的总体
要求，我市制订了《郑州市解决就学
难消除大班额三年行动计划（2018~
2020年）》，确定2018年开始，全市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起始年级彻底消除
66人以上超大班额，非起始年级超大
班额占比控制在3%以内，56人以上

大班额占比明显下降；2020年，66人
以上超大班额彻底消除，56人以上大
班额占比不超过10%。

通过3年努力，郑州市义务教
育大班额情况取得了明显成效，
大班额比例逐年降低，从 2018年
的 38.39% 下 降 到 2020 年 的
8.88%。超大班额比例从 2018年
的8.81%到2020年底彻底消除。

■关注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消除大班额 郑州做好“加减法”

全市每年净增小学学位约4万个
大班额比例从2018年38.39%降至2020年8.88%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
艳竹）昨日上午，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听取了关于
郑州市消除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
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到，通过近
3年努力，大班额比例逐年降低，
从 2018 年的 38.39%下降到
2020年的8.88%，超大班额比
例从2018年的8.81%到2020
年底彻底消除。

报告提到，总体来说，我市义
务教育学校入学难、大班额问题
形势依然严峻。下一步，我市将
全面推进学位供给，修订完善《郑
州都市区中小学布局规划 2014~
2030》，并纳入土地利用整体规
划。通过整体新建、盘活改建、提
质扩建、小区配建等方式继续加
大中小学建设的力度，均衡教育
资源布局，不断扩大学位供给。
同时，对各区县(市）审批的义务教
育阶段民办学校占用公办学校资
源的进行清理，用于扩大公办学
校招生规模。

足额配置教师资源。加强教
师管理体制改革，教育部门在核

定的编制总额内，按照机构编制
规定保障新设中小学校教师编制
需要。重点引进师范专业全日制
硕士研究毕业生(或具有教师资格
证的硕士研究毕业生)及其以上学
历的人才。

科学规范招生分流。严把入
学政策，调整入学区划，合理调控
和引导生源流向，均衡生源配置。
严守均衡办学，按照“学生均衡编
班、教师均衡搭配、先学生编班后
配教师”的原则编班办学，禁止举办
重点班、特长班。严禁随意转学，严
格规范转学的条件和程序，对已经
达到班额上限的中小学校或班级，
原则上不再接收转学学生。

为做好消除义务教育学校大
班额工作，我市成立了领导小
组。领导小组与各区县（市）政府
签订《目标责任书》，细化消除大
班额工作台账，建立和完善消除
大班额问责机制。加大中小学建
设市级财政资金奖补力度，新建、
改扩建中小学校每增加一个初中
教学班市内五区奖补100万元、开
发区奖补 80万元，每增加一个小
学教学班市内九区奖补50万元。

深入挖掘潜力，拓展学位供
给。把中小学建设列入“年度各级
政府民生实事”强力推进。每年市

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30所以上，
每个县（市）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4
所以上，全市每年净增小学学位约
40000个，初中学位约15000个。

制定三环以内高中阶段学校外
迁计划和完全中学初高中分设推进
计划。从2018年开始，每年开工建
设高中阶段学校4所以上。高中阶
段学校外迁后原址交所在区举办中
小学，市属完全中学初高中分设后
原址用于扩大初中办学规模。

市区内大中专院校外迁后，其
原址优先考虑举办中小学及幼儿
园，缓解周边适龄儿童入学压力。

2020年大班额降至8.88%、超大班额彻底消除

每年净增小学学位约4万个、初中学位约1.5万个

均衡教育资源布局 全面推进学位供给

我市立法保护古树名木
条例（草案）提请审议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董艳竹）昨
日，《郑州市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草案）》提
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进
行审议。《条例（草案）》对我市古树名木保
护的管理体制、保护制度、日常养护、监管
措施等作了明确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