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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晚上，西安市“问政时刻”节目播出，西安市教育局作为本
次问政单位，接受西安市民质询。西安市教育局副局长赵春平带领西
安市教育局相关处室和各区县教育部门负责人接受“大考”。

满意率仅为21.89%

媒体对西安市教育局副局长的回答亮出黄牌。

8日23:00，西安市教育局在西安市育才中学，就整改工作方
案进行开会部署。会议对电视问政后，西安市教育系统的全面整改
工作进行了动员、部署，会议主要有三项议程：1.对督察工作做出安
排；2.提出问题整改的方案；3.做好整改工作，提出意见。

据《华商报》

按照西安市相关规定，1500户以上的商业楼盘必须配套教育
设施，但在不少小区，虽建有幼儿园，但都不是公办。

问政视频短片中，未央区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教育部门没办
法把小区配建的幼儿园收回来，因为老师的工资没法发放，“要算经
济账”。而目前的普遍情况是，小区配建的幼儿园，如果教育局不主
动要，开发商出于利益的考虑，也不会主动交。

去年4月，西安市教育局发布通知，2018年“对于报名人数超过
招生人数的民办学校，可以引导学校采取电脑随机派位方式招生，
不得采用统一笔试或者任何变相形式的统一知识性考试方式选拔
生源。”在问政视频短片中，许多家长对此非常焦虑，也有人质疑所
谓的“摇号”是否公平。

每年5月末的测评取消后，部分名校由于招生途径受到限制，便
和教育培训机构联合进行“点考”。问政视频中，一家教育机构表
示，名校随机进教室考试，想给家长打电话都来不及，所以只有参加
培训班，才能获得“点考”的资格。

相关处室负责人在回答观众质询时表示，“点考”的出现说明培
训机构和民办学校还存在利益链，今年将通过摇号来斩断这一利益
链条。西安市教育局副局长张瑞则表示，小升初相关政策近日就将
出台，将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实现公平公正。

在第三轮现场观众表决中，满意率为 21.89%，不满意率为
78.11%。最后，根据观众满意度，一张打分为21.89的考卷，被作为
礼物送给了西安市教育局。赵春平表态，教育问题千难万难，敢抓
敢管就不难，未来一定向全市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电视问政短片中，记者调查发现，西安市学前教育数量少，民办比重大，
普惠性难体现。数据显示，西安市各区县共有幼儿园1604所，其中民办幼儿园
999 所，占比达 62.2%；幼儿园登记在册幼儿 317996 人，其中民办幼儿园
224287人，占比70.5%。

如果将无资质幼儿园估算在内，西安市民办学前机构的承载量接近80%，
公办幼儿园的承载量仅能满足社会需求的20%左右。公办与民办在数量和容
量上的失衡，是入园贵、入园难的最直接原因。

同时，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公办和民办学校实力不均衡。民办学校对优质
师资和生源的强势“掐尖”，在体量、质量上与公办学校拉开了巨大差距，形成了
民办强、公办弱的基础教育格局。

赵春平在回应观察员质询时说，将提高公办学校师资队伍质量，通过绿色
通道招聘更多的老师，提高教师综合待遇和补贴。而面对副局长回答中提到的
老师每月补助的增加情况，现场观众哄笑，媒体则亮出黄牌。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还造成了空巢教室和超载校园的出现，“空挂学籍”的情
况时有出现。在短片中，西安市回民中学初一年级原本200人的招生名额只建
了66个学籍，最终实际到校上课的仅有24人；而西工大附中计划招生1200
人，实际招生1600人。

在不均衡的格局下，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采取的非正常竞争手段，扭曲了教育
领域管理秩序。在第二轮现场满意度表决中，满意为20.1%，不满意为79.9%。

在电视问政短片中，有家长吐槽孩子上学花费多，找中介机构办小学入学要
花费数万元；有家长则表示自己孩子上补习班就跟“赶集”一样起早贪黑，参加奥
数奥语班实在是“没办法”，因为名校就考这些；有小学生称自己参加了奥数奥语
等多个补习班，并且班里大部分同学都参加了，晚上作业要写到12点左右。

西安市教育局副局长赵春平坦言，目前西安教育还存在七大问题，一是乱
收费，二是通过中间人才能入学，三是培训班、补习班泛滥，四是课业负担重，五
是还没有斩断培训机构和学校招生的利益链条，六是学校通过考试招生，七是
教育主管部门监管不到位。

西安市教育局副局长闫秀斌表示，西安市教育局过去虽也对校外辅导机构
违规办学情况进行过清理整顿，但工作还不扎实不到位。他也承认，去年以来清
理整顿工作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未能实现全覆盖，违规办学情况依然存在。

许多家长都希望在不均衡的教育资源分布中尽可能地为孩子争取机会，因
此就出现了“学托”这个行当。

短片中，一位家长在向中间人缴纳了8万元后，依然没有等来后宰门小学
的入学通知；而另一位“学托”号称从小学到博士他都能办，办一个西工大附小
的名额需要23万元；一家名为“金程教育”的机构则表示近期比较敏感，在教育
局接受问政结束后可以办理某名校的入学名额，需要花费25万元。

在第一轮现场表决中，针对西安市教育局的表现，仅有28.1%的观众表示
“满意”，不满意率达71.9%。

第 轮：教育局自曝七大问题 入名校要花数十万元

第 轮：师资生源都“掐尖” 民强公弱“空挂学籍”常出现

第 轮 名校“小升初”又现“点考”

观众为教育局考卷打21.89分

后续 西安市教育局连夜开会部署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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