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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港澳台携手共筑教育梦
近年来，宁波积极打造甬港澳台四地教育合作交流升级版，以

开放共享、合作共赢为基础，促进四地在更宽领域、更高层次上开
展更有成效的交流合作。13届甬港教育合作论坛、5届甬台合作
交流会、近150对姐妹学校、近百个合作项目、近万人的师生互访
互动，淋漓极致地诠释了四地教育教育的共同发展、守望相助、携
手共进。 吴彦

特色高中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
2013年以来，宁波市积极创建省级特色示范学校。目前，全

市有55所省级特色示范学校，占比达到近70%。如镇海中学、效
实中学等理科创新特色，宁波四中的人文体育高中特色，宁波三
中、鄞江中学、奉化区江口中学艺术特色，李惠利中学中澳班、艺术
班特色，镇海中学剑桥班、效实中学IB班、宁波三中德语班和宁波
外国语学校AP班国际教育特色等。

打造特殊教育的中国样本
2014年，《培智学校社区融合教学模式的建构与应用》荣获国

家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这是达敏学校付诸行动 20年的成
果。该成果让社区人员更好地了解、接纳、支持师生进入社区学习
与实践，被称为特殊教育的中国样本。

体育艺术“2+1”服务学生健康成长
2004年，宁波开始在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实施“体育、艺术2+1项

目”，通过学校组织的课内外体育、艺术教育的教学和活动，让每个学
生至少学习掌握两项体育运动技能和一项艺术特长，为学生的终身
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多所中小学校获评省级艺术教育示范学校、
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鄞州区被评为国家级足球示范区。

智慧教育助推教育现代化
2014年，宁波启动智慧教育建设，建成智慧教育门户网站和

云平台、学习平台、公共服务与管理平台三大平台。目前，全市有
国家、省级各类信息化、数字化示范校（基地）56所，数字化校园达
到90%。2017年，中央电化教育馆发布了“智慧教育（宁波）共
识”，宁波智慧教育经验在全国推广。

建成全国第一所家长学校
1983年，象山县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家长学校，1990年，创办

了全国第一所县级家庭教育指导研究机构——象山县家庭教育研
究所，探索出了一条家校合作的“象山路径”。

职业教育树立全国标杆
2014年，宁波市教育局被评为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时任

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作出重要批示：“宁波以产业发展、民生需求
为导向，产教结合发展职业教育的做法很好，教育部要及时推广各
地好经验，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上，宁波作为计划单列市组队，与各省、直辖市同台竞技，连续7年
稳居第一方阵，2018年金牌数位居全国第二，被誉为技能大赛的

“宁波现象”。

“名校名院名所名人”助力宁波教育
2017年，为加快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市委决定实施“名校名

院名所名人”引进工程。目前，浙江大学宁波“五位一体”校区建设
正式启动，宁波先后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大连理工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一批名校开展合作办学，中英时尚设计
学院、宁波大学昂热大学联合学院、潘天寿艺术学院、宁波供应链
创新学院等高端教育合作项目均已建成招生，办学成效逐步显
现。高校人才集聚效应和引进力度不断显现，目前拥有1名中国
科学院院士、1名工程院院士和2名外籍院士，全职院士达到4名。

“知行新说”——
百名兼职思政导师进高校

2017年10月31日，“知行新说——宁波百名兼职思政导师进
高校”大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宁波大学正式启动。兼职导师们
结合自身立身立德立行感悟和创业创新创造经历，讲述中国故事、
宁波故事、身边故事，让高校的思政教育工作紧贴时代、更接地气，
被中国教育报誉为“有泥土味的家乡话，有人情味的思政课”。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13亿多中国人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梦正逐步成为现实。
放眼宁波，同样如此。宁波在全省率先实现教育基本现代化“满堂红”，建成国内第一个高教园区，创办新中国第一所中外

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推动宁波大学入选国家“双一流”重点建设高校，一带一路教育合作走深走实……改革开放40年
来，宁波教育走出了一条跨越式发展的高速路，闯出了一条敢为人先的创业路，铺出了一条以人为本的惠民路，在全省全国唱
响了区域教育改革发展的宁波模式、宁波速度、宁波经验。近日，宁波教育四十年·四十事出炉，这一桩桩教育事件，代表着40
年来宁波教育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恢复高等教育
1978年，在浙江师范学院宁波分校的基础上，重建宁波

师范专科学校，宁波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大幕正式拉开。当
年，全市共有宁波师范专科学校、浙江农业大学宁波分校
两所高校，在校生1027人、专任教师129人。

科教兴市“一号工程”
1999年9月，宁波市委、市政府在全市科教兴市大会上作

出实施科教兴市“一号工程”重要决策，把促进科技教育发展放
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核心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引进培养高
层次人才、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因此又有“三高”之称。

服务型教育体系服务社会民生
2005年，宁波市科教大会召开，作出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的

战略决议。10余年来，宁波高校立足区域育人才，融入地方做贡
献，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持续增强。累计新增电子商务、城市轨
道交通机电技术等92个专业，与行业企业携手开展“现代学徒制”

“订单培养”“学工交替”“项目化教学”“卓越技师”等多种形式的人
才培养，为宁波区域发展培养输送了大量人才。

“宁波帮”帮“宁波教育”
1986年，包玉刚先生捐赠2000万美元，首倡创办宁波大学。

从此，蓬勃发展的宁波大学成为海内外新老“宁波帮”人士合力建
设家乡的典范之作。多年来，“宁波帮”心系家乡教育事业，慷慨捐
资、造福桑梓，充分表现出了对家乡教育的殷切期望和深厚情
怀。 在宁波帮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宁波市教育系统接受的各类捐
赠项目达一千多项。在老一辈“宁波帮”人士身体力行的感召下，

“宁波帮”的二三代也纷纷加入。

效实中学、宁波中学校友屠呦呦
获诺贝尔生理医学奖

2015年10月，效实中学和宁波中学校友屠呦呦获得诺贝尔
生理医学奖，成为首获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屠呦呦多年从
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
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

高水平通过全国“两基”评估验收
1993年，海曙区、原江东区、江北区、镇海区、北仑区、鄞县6

个区县通过国家首批“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
壮年文盲）评估验收。三年后，全市11个县（市、区）全部达到国家
规定的“两基”标准，提前5年实现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到本世纪
末，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宏伟目标。
1994年，宁波获得国家教育委员会“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
壮年文盲区”称号,同年被浙江省定为“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
2001年，宁波被评为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地区。

非同凡响的院士之乡
2011年，鄞州中学81届校友陈剑平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同

年，84届校友张明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一校两院士成为佳
话。事实上，宁波是中国著名的“院士之乡”，截止到2017年底，
宁波籍两院院士的总数达115位。

“两免一补助”创全国先河
2002年9月，宁波在国内率先实施“两免一补助”政策，对经

济欠发达乡镇(片)免收杂费和住宿费，对这些乡镇中经济困难的
学生实行补助。经过6年探索，宁波市从2008年起全面铺开“两
免一补助”，免收杂费、教科书费，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施爱心
营养餐补助。

宁波大学入选国家“双一流”
2017年，宁波大学入选国家“双一流”重点建设大学。学校

1986年建校、1998年获批硕士点、2007年获批博士点、2017年入
选“双一流”，10年一个台阶，屡创佳绩。

帮困助学“一个都不能少”
自2007年以来，宁波市逐步形成了“政府为主导、学校为辅

助、社会力量为补充”的“三方联动”的资助格局，建立起奖、助、贷、
补、免等完善的资助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全市受助学生1563.5
万人次，资助总额101.4亿元。

师德楷模闪耀甬城
无论什么时候，宁波教育人始终不忘初心，以仁爱之心做学生

“四个”引路人。扎根山区的“阿科”校长徐立科、爱心送教湘西南
的“支教奶奶”周秀芳、十五载护航学生求学路的最美摆渡人张翎
飞、倾情援疆的姚仁汉、独臂校长龚金川……他们以高尚师德担负
起育人使命，绘就了宁波教育的底色。

东海少年军校精心孕育少年强军梦
东海少年军校创立于1988年10月13日，是由东海舰队政治

工作部、共青团宁波市委和宁波市教育局联合创办的全国第一所具
有海军特色的少年军校。在30年的发展历程中，打造了一个集国
防教育、军事训练、育人实践于一体的军地双拥平台。曾先后获得

“全国少年军校示范校”、“全国国防教育先进单位”、“全国青少年夏
令营宁波营地”、“浙江省青少年雏鹰争章实践基地”等荣誉称号。

服务新市民素质提升生活改善
2008年，江北区深入挖掘教育资源，通过实施“十万新市民素

质提升工程”、办学历教育等形式，帮助广大新市民提高职业技能
和生活品质。不少家长克服工学矛盾，背着娃娃参加学习培训，学
知识、强技能蔚然成风。

全国首家教育博物馆花开宁波
2015年5月16日，由全国人大委员会原委员长乔石同志亲自

题写馆名的"宁波教育博物馆"正式开馆。宁波教育博物馆是全国
首家区域性教育博物馆，填补了中国博物馆行业体系的空白。

镇海中学获评首批全国文明校园
2017年11月，镇海中学获评首批“全国文明校园”（全省共4

所），这是该校继2005年开始四次蝉联“全国文明单位”之后的又
一项重大荣誉。学校依托校内得天独厚的28处海防遗址、文化遗
存，深入开展生动可感、深入人心的爱国主义教育和优秀传统历史
文化教育，受到师生广泛认可。

破解“入园难、入园贵”实现重大突破
宁波学前教育一直追求高品质发展，重视幼儿园内涵建设，无

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的省示范幼儿园建设还是2008年开始
创建的一级幼儿园，始终努力走在前列。如今，宁波学前教育已从

“入园难、入园贵”向“有园上、上好园”迈进，基本形成了公办幼儿园
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为主体，多种类型幼儿园共同发展的格局。

宁波诺丁汉大学
开创中外合作大学先河

2004年，宁波诺丁汉大学获教育部批准筹建，成为中国第一
所引进世界一流大学优质教学资源、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独立校
区的中外合作大学。2006年校园落成，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
平称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一颗希望的种子”。

课程改革转变中小学育人模式
1998年，宁波开始探索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同步推进职业教

育、学前教育课程改革。如今，全市建立了30个普通高中市级学
科基地培育学校，建设市级精品选修课程283门，省级精品课程
181门；职业教育立足技能本位，选择性课改全面；学前教育注重

“一日生活皆课程”，严防“小学化”倾向。2016年，教育部基础教
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与宁波市教育局双方签订协议，双方共建“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示范宁波实验区”。2018年11月，第五届全国基
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研讨会在宁波召开，1300多名教研专家齐聚
甬城，宁波实践受到业内广泛认可。

率先建成
较为完备的地方教育法规体系

1995年，宁波颁布《宁波市中等职业教育条例》，为促进宁波
市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自此，宁波开启了构
建地方教育法规体系之路。迄今已出台8部地方性教育法规，全
方位保障了宁波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其中《宁波市学校安全条例》
《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开创了各自领域国内立法的
先河。

“组团式”教育对口支援成效显著
2017年，在第六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上，时任全国

政协主席俞正声点名表扬宁波的组团式教育对口支援工作。目
前，宁波共承担了新疆库车、西藏那曲、贵州黔西南州、吉林延边
州、青海天峻、重庆万州和丽水等7省10地的教育对口支援任
务。2011年以来，累计实施帮扶项目260个，选派261名专任教
师前往支教。

全国首个高教园区
开启高教发展新模式

1999年，总占地4.33平方公里的宁波高教园区（南区）建设工
程启动。2002年底，工程基本完工，浙江万里学院、浙江大学宁波
理工学院、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等7所院校投入使用。宁波走
出了一条当时全国首创的高等教育园区化发展之路。

率先实现教育基本现代化满堂红
2018年4月3日，浙江省教育厅和省教育督导委员会联合发

文，公布第四批省教育基本现代化县（市、区）名单，鄞州区、奉化
区、宁海县榜上有名。至此，宁波所有区县（市）全部通过省教育基
本现代化评估验收，在全省率先实现了教育基本现代化区县（市、
区）的“满堂红”。

万里学院——
中国第一所国有改制高校

1998年，浙江省万里教育集团牵手浙江农村技术师范专科学
校，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由民办教育集团接管公办大学，浙江
万里学院应运而生。1999年2月，浙江省人民政府颁文同意筹建
浙江万里学院。

民办教育机制创新体系完备
1994年，全国首家教育集团——浙江万里教育集团成立；

1999年，全国首家公办改制高校——浙江万里学院成立，浙江省
首家民办二级学院——宁波大学科技学院成立，全省一次性投资
规模最大的民办学校——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由宁波华茂集团投
资5亿元创办；2004年，全国首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
举办的高校——宁波诺丁汉大学成立，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探索
出了一条新路。2015年，宁波市民办教育进入改革发展转型期，
发展到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及非学历教育的全覆盖。

中东欧国家教育合作交流行稳致远
2014年以来，宁波连续举办五届中国宁波-中东欧国家教育

合作交流会，与捷克、波兰、拉脱维亚等驻华使领馆和当地友城建
立了教育战略合作关系，与中东欧16国的90所院校建立了合
作。先后建立了“一带一路”产教协同联盟、丝绸之路商学院联盟、
中东欧引智工作站、捷克语言文化中心、拉脱维亚研究中心等平
台，建成了中罗（德瓦）国际艺术学校、斯洛伐克中国教育科研中心
等境外办学机构，实施了首个中东欧国家经贸官员培训项目，师生
双向交流人数突破500人，宁波城市和教育在中东欧国家的影响
力不断扩大。

中学高级教师享受教授级待遇
1996年，宁波实施享受教授级待遇的中学高级教师评定政

策，开创国内先河，先后有49位特级教师被确认为享受教授级待
遇的中学高级教师。2009年，国务院做出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
度改革试点决定，开展正高级教师职称评审，2012年，宁波作为浙
江省首批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市参与这项工作。

人民教育基金会补短扶弱助力发展
1989年1月11日，宁波市教育委员会、镇海石化总厂等64个

单位联合建立人民教育基金会。基金会通过资金筹集、开展经常
性的助学、助教，改善办学条件及其他有关活动，促进教育事业的
发展。1994年，宁波市人民教育基金被中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奖励基金会评为全国先进单位。近十年，人民教育基金会发放奖
教学紧、慰问金、助学金及资助有关学校建设、设备资金等共计
6723万元。

社会实践大课堂受青睐
宁波按照革命军事、综合实践、博物场馆、文史艺术、科普环

保、城市工业质量等六大类别，分批建成101家设施先进、功能完
备的大课堂实践基地，开发了82门市级社会实践大课堂优秀课
程。作为德育的主要载体、素质教育的有益补充，社会实践大课堂
越来越受到宁波中小学校和社会各界的青睐。

终身教育成就学习型城市
2013年，宁波市入选全国学习型城市联盟首批会员单位。

目前，全市有市级社区大学1所，10个县（市）区都建立社区学
院，在113个乡镇（街道）和2570个社区（村）分别建立了成人学
校（社区教育中心、老年教育中心）和市民（村民）学校，基本构建
起市、县、镇、村四个层级和学校、行业、社区、网络四大系统组成
的终身教育体系，为市民进行终身学习、接受终身教育提供了重
要平台。2018年10月，全国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开幕式在宁波
成功举办。

班主任工作满30年获殊荣
2018年5月，宁波市出台《关于加强中小学班主任队伍建设

的实施意见（试行）》，明确规定市级“名班主任”“骨干班主任”，享
受同级“名教师”“学科骨干”同等待遇，分别享受每年3万元、0.8
万元专项津贴补助，构建班主任职业成长体系。同时，进一步健全
班主任荣誉体系，2017年、2018年给483位教师颁发担任班主任
满30年荣誉证书。

四点钟学校开启课后育人新模式
90年代，原江东区白鹤街道紫鹃社区创办了第一所四点钟学

校。2006年，在宁波召开的全国城市社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经验交流会上，中央文明委决定在全国推广四点钟学校社区服务
模式。目前，各区县（市）举办的“四点钟学校”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形成了具有各地特色的服务模式。

4040这 年 宁波教育变化翻天覆地
四十年·四十事出炉

▲“春风化雨”——宁波市教育系统纪念改革开放40周
年暨艺术教育成果展演文艺晚会现场，教育系统广大师生
载歌载舞，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宁波教育的生动实践、巨
大成就及改革再出发的信心。 崔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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