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殊群体享受特别关爱

“阳光工程”推进教育公平

义务教育城乡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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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在乌海市海南
区西卓子山学校看到：在宽敞
明亮的多媒体教室，学生们聚
精会神地听老师讲课；课间时
分，有的学生在教学楼阅读角
津津有味地翻看着课外书，有
的则三五成群在英语角轻声
交流；还有合唱、舞蹈、棋艺、
扎染等 17个社团丰富多彩的
活动让校园弥漫着欢声笑语。

西卓子山学校虽然属于
偏远小镇学校，可是却有抗震
达到 8级的教学楼，还有设施
完善的1000多平方米的体育
馆、乡村少年宫、幼儿园等一
系列硬件设施。学校还采用
先进的小班教学理念。校长
武粉莲说：“我们现在的硬件
条件和教学理念一点也不比
城里学校差，有些设施城里的
学校也没有。”

乌海市副市长冀晓青说，
教育公平对促进社会公平有
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
乌海市在多个方面不懈努力
推进教育公平，通过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持续加大投入改善
薄弱学校办学条件，实施“阳
光工程”让名校资源为社会公
平共享，全面提升职业教育、
民族教育、特殊教育和民办教
育水平，为每个孩子的未来发
展创造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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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卓子山学校始建于 1960 年，
原是一所企业办学校，后交给地方
政府。长期以来，由于投入不足，该
校不仅建筑物陈旧，而且缺少功能
室和活动场地，一度成为海南区办
学条件最差的学校。2015 年借助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政府对该
校进行了整体改造，乡村的孩子享
受到了现代教育设施和教学理念。

海南区是乌海市区域面积最大
的一个区，过去全区有 40 多所学
校，点多、线长、面广，后来这些学校
整合为 9 所，这使得区里投在教育
上的财力有了保障，近 10 年来累计
投入达 2.8 亿元。海南区教育局局
长刘秀珍说，经过持续的投入，在软
硬件方面全区各学校基本实现了均
衡发展，所有学校都有安全的教学
楼和电教设备，以及班班通、校校通
等教学平台。并且，在师资配置上

优先考虑农区和偏远学校，还组织
区内优质学校与乡村学校结对帮
扶，每周乡村学校的教师都会去区
内教学质量好的乌海市十八中进行
业务学习。海南区在实现均衡发展
的同时，积极打造各校特色，西卓子
山学校小班精品课堂成为亮点，海南
区一完小的竞走基地建设成效明显，
培养出参加国际大赛的运动员。

据了解，为深入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乌海市近年来持续加大
教育投入，共投入资金 8.6 亿元实施
校安工程，新建、扩建学校 31 所，新
建面积 30 多万平方米。去年以来，
又累计投入近 1.47 亿元用于义务教
育学校校舍新建、改造和图书、设施
设备的配备，全市中小学校舍条件
及校园环境整体大幅提升，办学条
件实现标准化。全市义务教育阶段
不设重点学校和重点班，在财政拨

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薄
弱学校倾斜，校长、教师在区域内优
质学校和薄弱学校之间合理流动，
较好地解决了学生上好学和就近入
学的问题。

乌海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
郭亚东说，经过努力，乌海校际间办
学水平差距进一步缩小，2016 年海
勃湾区和海南区通过了国家义务教
育基本均衡县的验收，到 2020 年，
全市将实现义务教育学校之间整体
办学水平、师资水平、教学手段和教
育质量均衡。

教育信息化和教育教学的深度
融合又进一步促进了教育均衡化。
目前，乌海全市中小学互联网接入
率达到 100%，校园网建网率达到
100%，普通教室多媒体设备配备率
达到 100%，全市录播教室和同频互
动课堂实现全覆盖。

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一直是民
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为破解择
校、择班问题，乌海市在问题较为突
出的海勃湾区的优质学校实施“阳
光工程”。经过公开透明的“阳光招
生”和“阳光分班”，乌海市二中和三
中的班模由以往的 60 人以上下降
到平均班模不超过 45 人，海勃湾区
的三所热点小学——海勃湾区一
小、海勃湾区五小和乌海市实验小
学，班模、校模都实现“双降低”。全
市各中小学的择校、择班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基本消灭了大班额。

经过近几年的持续推进，全市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全部实行划
片、就近、免试入学，学校的招生范

围、时间、计划提前向社会公布，实
现了“阳光入学”和“阳光分班”。
从 2015 年起，乌海市实施“阳光中
考”工程，实行网上报名、查分、录
取，中考的全部环节公开透明，保障
了教育公平。取消了高中阶段择校
生，所有高中招生计划全部用于网
上招生，考生可在网上查询录取情况
和实时排名，各高中学校只按网上录
取名单招收学生，有效地巩固了“阳
光中考”成果。今年，海勃湾区建立
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招生网上报
名平台，实施网上报名招生，通过与
公安户籍信息、学生学籍信息建立链
接，确保报名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
性，进一步控制了择校现象。下一步

这项工作将在全市推开。
在推进“阳光工程”的同时，海勃

湾区还从 2012 年起启动了“名校工
程”，对一些有潜力的相对薄弱学校进
行政策倾斜，试点创建名校。对试点
的三所学校提高了生均公用经费标
准，并在教师选拔上倾斜。经过几年
试点，这些学校的教育设施明显改善，
教学质量有了明显提高。海勃湾区光
明路小学试点以来增加了 26个功能
库室，从全市公开选拔了 6 名优秀教
师，采取名师带徒弟方式，已经带出18
名教学能手。该校副校长张丽说，名
校创建以来，光明路小学的社会声誉
有了明显提升，全校学生从5年前的约
1200人增加到目前的约1500人。

——乌海市以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公平纪实

对于特殊群体，乌海市不仅全
力保障他们平等入学接受教育，而
且在政策上予以更多倾斜。3 年前，
乌海市就制定了特殊教育提升计
划，将残疾少年儿童全面纳入义务
教育体系，努力做到残疾儿童与正
常学生的义务教育同步发展、同步
提高，并为确实不能到校就读的重
度残疾少年儿童提供送教上门或远
程教育等服务，并将其纳入学籍管
理之中。

为加大对乌海市特殊教育学校
的支持力度，市政府设立 60 万元特
殊教育专项补助资金，并加大投入
力度，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现代信
息技术、实验室、图书室等硬件都达
到较高配备标准。全市三区各建成
一个特殊教育资源教室，提高了随
班就读教学质量，降低了辍学率。
为提高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的能力，
每年都要选派教师去北京对口学校

跟岗学习。在乌海，残疾学生不仅
享受全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四免一
补”政策，还额外有困难家庭学生生
活补助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也享
有公平入学机会，不仅全部安排入
学，而且还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享受该市义务教育“四免一补”政
策。海勃湾区和平街学校是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最为集中的学校，该校
有一半以上学生的父母是外来务工
人员。这所学校在教学中特别重视
育人，率先在全市中小学开设了国
学课。为了让学生长见识，还与重
庆等地的学校结成联谊校，组织学
生到那里开展游学活动。

乌海是我区蒙古族人口最少的
盟市，但该市十分重视民族教育，在
教学经费上，民族学校比普通学校
高 10%。并且，为培育民族语言文
化学生，在乌海市蒙古族中学内还
设有一个日常教学使用蒙古语的幼

儿园。
在注重全市教育均衡发展的同

时，乌海市还在不懈努力提升教育
教学水平和质量。乌海市教育局局
长高雄文说，近年来，乌海市一直在
加大教师和校长的培训力度，近 3
年来，该市共完成教师培训项目 36
个（次），累计培训教师 1 万多人次。
实施教师队伍建设“百千万”工程，组
织百名中小学校长赴山东优质学校
挂职培训，开展千名班主任挂职培
训，启动万名教师健康行工程。其
中，2015年 8月至 2016年 7月，乌海
市百名中小学校长分 8 个批次赴山
东优质中小学挂职培训，成为乌海市
教育史上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
历时最长的校长挂职培训项目。培
训结束后，这些校长将学到的先进教
育理念和教学方法结合实际运用到
自己的学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全
市中小学教育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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