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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郑州今年将培育创建
100所新优质学校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
体系，进一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昨日，市政府发布《关于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实施意见》，力争到2035年全面实现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来郑留郑”新市民和青年人
这份“安居福袋”请查收

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住房问
题，郑州出台“暖心”举措。市政府近日
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市民和青年人
住房公积金工作的意见》，将更多新市
民、青年人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
助力“来郑留郑”就业的新市民、青年人
更好地实现安居。

建立数据共享机制

适用对象明确了法定就业年龄段
内，在郑州市行政区域就业创业的新市
民、青年人均应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
障范围。还要加强信息共享，住房公积
金、社保、医保等部门建立数据共享机
制后，可动态摸清新市民、青年人建立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情况，督促用工单位
或引导职工个人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
力争将更多的新市民、青年人纳入住房
公积金制度保障之中。

享受更多权益保障

《意见》关于加强权益维护方面提
到，新增单位在办理商事登记“一件事”
时，即可同时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
和新入职员工住房公积金开户。将缴
存住房公积金纳入劳动合同示范文本，
促使用人单位及早为职工建立住房公
积金制度。

实施信用激励。有效利用住房公
积金信用评价结果，对守信缴存单位、
缴存人给予部门、行业政策支持和优质
服务，提高住房公积金信用增值和变现
能力。

建立灵活缴存机制。根据新市民、
青年人就业形态和收入特点，制定与其
适应的缴存、使用、退出及转换机制，推
进以用促缴。

加大租房支持力度。租赁房屋居
住的新市民、青年人将能更好地利用租
房提取优惠政策，获得提取方式多样化
和提取资金优先支付的服务保障，让新
市民、青年人租得好、住得安。

提供“暖心贷”保障。相关细则出
台后，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且符合相关
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在购房出现困
难时，可享受托底额度的住房公积金贷
款；在遇到暂时性困难时，可享受暂停、
延期还贷等“纾困”政策的救助，解决临
时性经济困难。

政银合作解决“资金难”

按照《意见》，要强化政银合作。建
立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公积金普惠金融

“超市”，为新市民、青年人及缴存企业
提供更多金融产品，进一步提高金融服
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

目前，部分住房公积金业务受托银
行推出的“低利率短期快贷”产品就是
基于住房公积金信息共享的金融便利
产品，一些新市民、青年人已利用该产
品解决临时性资金困难。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董艳竹

《意 见》中 提 到 ，力 争 到
2025 年，完成金水区、中牟县

“义 务 教 育 优 质 均 衡 先 行 县
（市、区、旗）”创建工作，通过国
家评估验收，强力推动其他区
县（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创建工作。

到 2027 年 ，优 质 均 衡 的
基 本 公 共 教 育 服 务 体 系 初

步 建 立 ，供 给 总 量 进 一 步 扩
大 ，供 给 结 构 进 一 步 优 化 ，
均 等 化 水 平 明 显 提 高 ；到
2035 年 ，义 务 教 育 学 校 办 学
条件、师资队伍、经费投入、
治 理 体 系 适 应 郑 州 市 现 代
化 国 家 中 心 城 市 建 设 的 实
际 需 要 ，全 面 实 现 义 务 教 育
优质均衡发展。

研究编制并出台《郑州市
中小学布局规划（2021—2035
年）》。科学谋划、超前规划，结
合未来人口发展和教育需求，
统筹城乡中小学校布局，预留
中小学用地，科学配置基础教
育资源。

加大全市中小学建设和布
局调整力度，推进建成区中小学
校配套建设，到“十四五”末，全
市续改建中小学 150所。市内

五区、三个开发区通过多种途径
挖潜现状学校及高效率新建中
小学校等措施，力争至 2026年
新增小学学位9万多个，初中学
位4万多个，整合、挖潜各种教育
资源，从根本上解决大班额问
题。至 2026年秋季开学前，实
现全市义务教育学校基本达到
规定班额标准，为 2027年初步
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
服务体系奠定基础。

加大引进公费师范毕业
生、国家重点院校非师范类毕
业生引进力度，加快提升教师
队伍专业素质。

落实国家基础教育强师计
划，研究制定《郑州市基础教
育教师能力素养提升行动计
划（2023—2025 年）》，按照“四
有”好老师标准，适时开展全

市班主任专项培训，培养造就
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
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
业化教师队伍。力争到 2025
年，建设市级名校长工作室 40
个，成立市级名师工作室 75
个，创建市级名班主任工作室
120 个，培养省市级名师 220
名、骨干教师 3000名。

均衡布局
新增一批义务教育新优质学校

充分发挥郑州市“新优质初中”
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引领作用，进
一步减少区域、城乡、学校之间差
距。整合中心城区和各县（市）优质
学校资源，均衡布局，新增一批义务
教育新优质学校。2024年，培育创
建首批新优质学校100所；根据人口
变化情况，研究制定 2025 年、2026
年新优质学校培育创建目标任务。
力争到 2026年，培育创建新优质学
校400所以上。

深度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扩
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和受益面，
到 2025年，全市累计创建不少于 75
个市级公办中小学优质教育集团，
创建不少于150个区级（含市直属学
校）公办中小学优质教育集团，集团
化办学覆盖率达 85%以上，实现城
乡全覆盖、薄弱学校全覆盖、新建学
校全覆盖。

课后服务
支持有条件学校配建午休场所

支持区县（市）创建河南省义务
教育阶段课后服务示范区、示范校。
明确义务教育中小学生课后延时服
务对象，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探索建
立市、区县（市）、学生家长三方经费
分担机制，创新课后延时服务模式，
不断提升中小学生课后延时服务质
量和水平。支持有条件的学校通过
改造、配建午休服务设施及场所。

研究制定相关实施方案，将食
品安全管控严、服务质量高、信息化
程度高的企业依法依规纳入校外集
中供餐企业准入名单，确保学生午
餐食品安全。出台有关政策，支持
有条件的中小学充分改造利用现有
设施，建立校内食堂，最大限度在校
内解决午餐问题；稳步推进新建和
改扩建学校同步建设校内食堂，确
保校内午餐供应。

全面提质
2035年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留足用地
到“十四五”末续改建中小学150所

培养名师
开展教师能力素养提升行动计划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张勤 王红

青春校园，活力满满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徐宗福 通讯员 刘少强 图

助你
上好学

帮你
早安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