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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介绍教育新政策

扩大高中招生规模 解决普职分流焦虑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

教育。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构建优
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的意见》，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实施新时
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
意见》。教育部8月30日举行新
闻发布会，介绍这两份意见。

2035年绝大多数县域
义务教育实现优质均衡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
荫介绍，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保障义务教
育，要实现“优质均衡”；保障各级
各类教育的学生资助，要实现“应
助尽助”；保障面向青少年学生的
卫生健康、文化体育、就业创业等
其他基本公共服务，要实现“应保
尽保”。

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
育服务体系，关键在于全面保障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田祖荫
表示，当前义务教育面临着城乡、
区域、校际、群体的四大差距。

《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
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
以推进学校建设标准化为重点，
加快缩小区域教育差距；以推进
城乡教育一体化为重点，加快缩
小县域内城乡教育差距；以推进
师资配置均衡化为重点，加快缩
小校际办学质量差距；以推进教
育关爱制度化为重点，加快缩小
群体教育差距。

意见展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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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体系适应教育强国需要，
市（地、州、盟）域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水平显著提升，绝大多数县
（市、区、旗）域义务教育实现优质
均衡，适龄学生享有公平优质的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总体水平步
入世界前列。

2027年公办园在园幼儿
占比力争达到60%以上

教育部数据显示，我国基础
教育普及水平总体达到世界中上
行列。2022年，全国学前三年毛
入园率89.7%，比2012年提高了
25.2个百分点；普惠性幼儿园覆
盖率达到89.6%，九年义务教育
巩固率达到95.5%，比2012年提
高了3.7个百分点，适龄残疾儿童
入学率超过95%，高中阶段教育
毛入学率91.6%，比2012年提高
6.6个百分点。

此外，“双减”工作取得积极
成效。规范民办义务教育稳步推
进、免试就近入学、中小学“公民
同招”全面落地，义务教育“择校
热”明显降温。普惠性学前教育
资源不断扩大，“入园难入园贵”
问题有效缓解。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
看到，我国基础教育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优
质资源总体不足、配置不均，育人
水平仍需进一步提升，必须持续
深化改革，办好更加公平、更高质
量的基础教育。”田祖荫说。

《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
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明确，
到2027年，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
和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的城乡中小
学幼儿园学位供给调整机制基本
建立，优质教育资源扩充机制更
加健全，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优质特
色、特殊教育优质融合发展的格
局基本形成。巩固提升普惠性幼
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在园幼儿占
比力争达到60%以上；扩增一批
新优质义务教育学校，义务教育
优质学位供给大幅增加；培育一
批优质特色高中，普通高中多样
化发展扎实推进，高中阶段毛入
学率持续提升；特殊教育学校在
20万人口以上的县基本实现全
覆盖，融合教育水平显著提升，适
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保持
在97%以上。

具体措施有八项，分别是：学
前教育普惠保障行动、义务教育
强校提质行动、普通高中内涵建
设行动、特殊教育学生关爱行动、
素质教育提升行动、高素质教师
队伍建设行动、数字化战略行动、
综合改革攻坚行动。

在发布会上，田祖荫重点介
绍了前四个行动。

学前教育普惠保障方面，主
要解决学前教育保障机制不健
全、优质普惠性资源不足问题。
田祖荫介绍，一是首次明确公办
园公用经费标准，提出“各地公办
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原则上应于
2024年达到600元/年·人”。二
是要求优化普惠性资源结构，稳
步增加公办学位供给，积极支持
民办园提供普惠性服务。三是加
强民办园收费监管，强化营利性
民办园收费调控，遏制过高收费。

义务教育强校提质方面，主
要解决义务教育阶段优质教育资
源总量不足、城乡校际差距大问
题。一是推进优质学校挖潜扩
容，对有条件的、办学水平和群众
认可度较高的学校，进一步扩大
优质学位供给。二是促进新优质
学校成长，制定区域优质学校成

长规划，倾斜支持帮扶有一定基
础的学校，加快成长为优质学校，
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每所学校。
三是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优化
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和学校布局。

在普通高中内涵建设方面，
主要解决普通高中多样发展不充
分、部分县中水平不高以及群众
职普分流焦虑问题。田祖荫介
绍，一是加大投入力度“新建一
批”，高起点新建和改扩建一批优
质普通高中，增加学位供给。二
是创新办学机制“帮扶一批”，通
过集团化办学、“组团式”帮扶、部
属高校和省属高校托管帮扶县中
等方式，扩大优质普通高中教育
资源总量。三是多样化发展“提
升一批”，支持一批基础较好的地
区和学校率先开展特色办学试
点，积极发展综合高中，推进职普
融通。四是有序增加招生计划

“扩容一批”，深入挖掘现有优质
普通高中校舍资源潜力，并结合
实际优化招生计划安排，有序扩
大优质普通高中招生规模。

关爱特殊教育学生方面，主
要解决特殊教育资源不足适宜性
不强的问题。一是扩大特殊教育
资源，鼓励20万人口以上的县办
好一所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
校，20万人口以下的县因地制宜
设立特教班；推动省会城市、计划
单列市及较大城市加快建设孤独
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二是推进
普惠融合发展，积极发展学前教
育和高中阶段特殊教育。推动特
殊教育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医
疗康复和信息技术等相结合，加
强融合教育资源建设。

严禁以竞赛成绩等
作为招生入学依据或参考

如何更好贯彻落实两份意
见？田祖荫表示，将指导地方因
地制宜出台一些硬招实招，明确
责任分工；对重点任务和关键指
标建立定期调度机制；进一步加
强学龄人口变化预测前瞻性研究
以及城乡学校布局合理性研究，
进一步加强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
平台建设应用，促进优质资源更
广泛共享。

此外，教育部鼓励地方先行
先试，激发基层的创新活力，积极
挖掘推广各地各校扩优提质的典
型经验。

在财政投入上，教育部财务
司副司长刘景介绍，学前教育方
面，重在支持普惠发展，健全公办
园生均拨款制度。义务教育方
面，将全面落实城乡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深入推进薄弱环节
改善与能力提升工程。普通高中
方面，继续支持各地改善办学条
件和多样化发展，着力提升县中
质量。特殊教育方面，进一步完
善财政保障机制，给予特殊孩子
特殊的关爱。

受人口政策影响，一些大中
城市今年的小学入学人数都达到
了近年来的峰值，教育部指导各
地健全常住人口学龄儿童的摸底
调查制度，全面掌握当地适龄儿
童的入学需求，切实做好学位的
供给保障工作。

今年以来，教育部会同有关
地方查处了多起违法违规举办的
培训和竞赛机构活动。田祖荫强
调，严禁中小学校与校外的违规
培训、竞赛机构相勾连，严禁以竞
赛成绩、考试证书、培训证明等作
为招生入学的依据或者参考。

据新华社、每日经济新闻

四川通报凉山州金阳县“8·21”山洪灾害调查处置情况

灾害致4死48失联 5人涉嫌瞒报被刑拘
据新华社成都8月30日电

8月30日上午，四川省人民政府
在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召开

“8·21”山洪灾害人员失联调查
处置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
灾害共造成4人遇难、48人失联。

据通报，8月21日凌晨，四川
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受短
时强降雨影响暴发山洪，位于金
阳县境内芦稿林河下游的蜀道
集团沿江高速JN1（金宁一）标

段项目部钢筋加工场民工驻地
板房被冲毁，造成人员遇难和
失联。

灾害发生前，根据天气预报
和暴雨预警，防汛应急等相关部
门对沿江高速JN1（金宁一）标
段项目进行多次预警和调度，项
目部安全负责人、值班人员等均
确认反馈，但并未按照要求及时
组织人员避险转移。

灾害发生后，经搜救，于8月

23日、24日、27日累计打捞上岸
4具遇难者遗体。

随着搜救和核实工作的不
断深入，发现项目施工企业上报
失联人数存在疑问。省级层面
立即成立凉山州金阳县“8·21”
山洪灾害人员失联调查处置领
导小组。

经排查梳理，灾害发生时项
目工地内有201人，其中149人
脱险，4人遇难、48人失联。调查

取证已发现，沿江高速JN1（金
宁一）标段项目部及劳务公司刘
某等5人涉嫌“不报、谎报安全事
故罪”。8月28日，公安机关依法
对刘某等5人采取刑事拘留措
施。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全力开
展案件侦办。

8月28日下午，应急管理部
工作组抵达金阳县，实地指导调
查处置和人员搜救等工作。目
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本报综合消息 教育部等
十部门近期印发国家银龄教师
行动计划，全方位推动退休教师
参与各级各类教育工作。

计划提出目标任务：经过三
年左右时间，银龄教师服务各级
各类教育的工作体系基本健全，
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的银龄教师发展格局
基本形成，数字化赋能银龄教师
工作水平不断增强，开放灵活的
线上线下支教方式不断完善，全
国银龄教师队伍总量达12万人

左右，在推动建设教育强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建设全民终
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
国中发挥明显作用。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负责人
介绍，我国教育领域将迎来教师
退休高峰。实施国家银龄教师
行动计划，旨在搭建国家层面老
有所为的广阔平台，挖潜退休教
师资源优势，助力青年教师和青
少年学生发展成长。

据悉，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
划主要涵盖五大领域。其中，银

龄教师支持普通高等教育行动
聚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重点支
持有发展潜力、有优势特色学科
的普通高等学校和民族地区新
建或急需提升发展水平的普通
高等学校。银龄教师支持职业
教育行动聚焦深化产教融合，重
点支持具有地方产业重大需求、
需进一步提升办学条件的职业
院校。银龄教师支持基础教育
行动聚焦基础教育提质扩优，在
现有中小学银龄讲学计划基础
上进行优化升级。银龄教师支

持终身教育行动聚焦建强师资
队伍，支持各级老年教育机构、
社区教育机构、开放教育机构提
升发展水平。银龄教师支持民
办教育行动聚焦各级各类民办
学校发展，重点支持急需高素质
教师的民办普通本科高校和高
等职业院校。

参与基础教育领域的线下
银龄教师年龄一般应在65（含）
岁以下，其他教育领域一般应在
70（含）岁以下，线上银龄教师年
龄可适当放宽。

十部门利用未来三年左右时间挖潜退休教师资源优势

全国12万银龄教师将参与线上线下支教
生态环境部发文保护环境

7省县城黑臭水体
2025年基本消除

据新华社北京8月30日电
生态环境部近期印发《关于进一
步做好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
工作的通知》。当前黑臭水体治
理成果如何？下一步如何推进
消除黑臭水体？30日，生态环境
部水生态环境司负责人就相关
问题进行了解读。

这位负责人说，截至2022年
底，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
体基本消除，县级城市黑臭水体
消除比例达到40%。

为推动地方深入开展黑臭
水体整治，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好
地惠及城乡群众，生态环境部对
进一步做好黑臭水体整治环境
保护工作进行了部署。河北、江
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
等7个省份，压实市县地方政府
责任，组织开展县城建成区黑臭
水体治理，于2023年12月底前建
立黑臭水体问题清单，对清单内
的黑臭水体科学制定系统化整
治方案，到2025年，县城黑臭水
体基本消除。其他省份因地制
宜稳步推进县城黑臭水体整治，
并同步建立拟纳入治理的黑臭
水体问题清单，到2025年，力争
县城黑臭水体有较大幅度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