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宁波区县（市）教育工作将这么做
1月16日下午，宁波市教育局召开2020年区县（市）教育局局长会议。海

曙、江北、镇海、鄞州等10个区（县）市和高新区、东钱湖等4个功能区的教
育局长悉数到场，透露今年教育工作将做这些事。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张土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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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区
全面实施“未来学校”实验区建设，加快

促进学校发展模式的变革。加快新海曙教育
设施专项规划落地，计划新投入使用段塘学
校新建、望童幼儿园、集士港镇初级中学扩
建3个项目，新(扩）建新芝小学迁建工程等2
个项目，继续推进姚丰学校等7个项目的续
建工作。不断深化“一网五片、融合联动”的
协同机制，进一步提升学前教育的品质品
牌。

江北区
探索学前教育优质发展有效模式，持续

推进“名园+新园”办园，做大做强9大幼儿
园教育集团，扶持5所幼儿园争创高一等级，
完善幼儿园等级结构。同时，深化名园长、骨
干园长分层培训；试行园长后备力量和骨干
师资“搭班培训，搭班任用”的团队培育模
式，拟组建并培育15个班子团队。

镇海区
2020年镇海区将持续推进“五个校园”

建设。首次设立学校“五育并举”特色奖，鼓
励各学校深入实施素质教育，打造学校文化
特色。强化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镇海区将
通过持续推进线上线下家长学校建设，引导
家长和社会树立科学育儿观念。

北仑区
正确处理好“减负和提质”的关系，向课

堂要质量，实施中小学教育教学质量常态化
监测。落实好教研员定点联系学校制度，切
实提升偏远学校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实施
以“增效提质”为目标的校本教研考核机制，
成立学科教科研指导委员会。学校发展业绩
评估延伸至成人学校，实现中小学幼儿园全
覆盖。

鄞州区
推进中河初中、钟公庙第二中学、明湖

学校、宋诏桥中学扩建、惠风书院扩建等工
程建设，启动BOBO城地块学校、首南四小
等建设。完善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的
相关政策，继续引进优质民办教育资源。继
续深化集团化办学，以农村中心学校带村校
（点校）、优质学校+新学校为重点，组建10-
15个第二批教育集团，扩大优质资源覆盖
面。

奉化区
学前教育着眼公办园招生覆盖率增长，

确保5所公办园建成投入使用，新增公办园
学位1700个以上，提升公办园招生覆盖率8
个百分点以上。启动锦屏中学迁建等重大工
程，推进实施“初中强校”“小学强基”双强工
程，推动实现全区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努
力争创“国家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区”。

慈溪市
补齐学前教育短板，普惠性幼儿园招生

覆盖率巩固在85%以上，等级幼儿园招生覆
盖率达到97%以上，优质幼儿园招生覆盖率
达到55%以上。严格执行新建城镇小区同步
配套建设普惠性幼儿园规定。深化中小学校

国际化教育交流活动，推进省、市国际交流
“特色学校”“品牌学校”创建。

余姚市
力争到2020年年底等级园招生覆盖率

接近100%，公办园招生覆盖率接近50%。力
争到年底初步具备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市创建条件。在设施设备方面，通过财
政投入和内部挖潜，改善办学条件。在师资
队伍方面，继续加大名优教师培养和梯队建
设，完善教师交流制度，扩大优质教育覆盖
面。

宁海县
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建成5所市内、

15所县内有一定影响的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示
范学校，推进高中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推
进民办教育改革，引进更多优质民办教育项
目。深化推进“名优师资五年倍增计划”，打造
一支师德高尚、理念超前、业务过硬的教师团
队。加快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创建
工作。

象山县
力争到2021年成功创建全国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县，2022年通过省教育现代化
县验收。学前教育普惠性幼儿园招生覆盖率、
等级园招生覆盖率、教师持证率均有增长；进
一步缩小小学、初中办学条件校际差异系数；
职业教育力争建设一批精品专业集群，打造
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锻造一批“双师型”教
师队伍。

大榭开发区
全面深化文明校园、平安校园创建活

动，继续推进智慧教育建设，推进“最多跑一
次”改革向教育公共服务领域延伸工作。实
施投资小学运动场地改造和投入专项资金
中学标准足球场及看台建设提升工程。

东钱湖旅游度假区
建设一批设施完备、网络通畅、数字化覆

盖的智慧型校园、现代化校园，完成“雪亮工
程”全覆盖。加强制度管理，完善教育服务措
施，实现服务现代化。实现基础教育“一个都
不能少”，满足日益增长的学位需求，有效破
解城区资源紧缺的问题。

宁波国家高新区
贵驷小学改扩建、朱一幼儿园二期、梅

墟九年一贯学校3个项目进行开工建设。做
好贵驷中心幼儿园二期、伊尔瑞德双语幼儿
园和贵驷映荷佳苑配套幼儿园3个在建项目
的后续工作。同时做好GX08地块九年一贯
制学校和贵驷初中2个前期项目的准备工
作。

宁波杭州湾新区
加快南部新城新建初中、中心湖小学等

五个建设项目加快施工设计和招标，力争上
半年开工建设。充分发挥宁波科学中学、上
海世外集团化办学优势，将合生小学和数字
产业配套小学纳入宁波科学中学教育集团
管理。

办好家门口的每一所学校

想要让每一个孩子都接受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就不
得不努力办好家门口的每一所学校。

“宁波市的基础教育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需要改进
的地方。”朱达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年
工作的重点。

他透露，下步要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城乡、区域和校际
优质均衡发展。市教育局将谋划出台创建计划。对高中教
育，启动新一轮普高高质量发展行动，包括“1122学校特
色升级工程”、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工程、校际协同发展工程
等内容，构建全市普高错位发展、协同共进的格局。

未来，全市还要继续推进幼儿园课程改革。不要把幼
儿园办成小学的预科，更不能直接教小学课程。

“对民办教育，要两手抓，不要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
死’死胡同。”朱达强调，一方面要规范管理，继续做好系列
政策的出台工作，稳妥推进民办学校分类登记管理工作。
另一方面要激发活力，要赋予民办学校办学自主权，学校
微观层面能处理的，行政力量要尽量减少干预。

职业教育遇到的新问题也不容忽视。朱达透露，今年
《宁波校企合作条例》修订工作已列入人大议事日程。另
外，进一步丰富专业人才培养层次，保持中高职一体化现
有体量，扩大中本一体化试点规模，探索“1+X”证书试点
和国际专业认证的本土化应用，推动高职院校在中职学校
设立二级学院或专业联办等方式开展长学制人才培养改
革。

补齐教育发展短板

机制上的创新、政策上的优势给宁波市教育改革发展
带来很多“红利”。然而现在，原有的一些优势、创新已逐渐
失去竞争力，面前的壁垒越来越多，急需改革。

1月初，宁波市《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
意见》正式出台。总体上是用三年左右时间，全力推动教
育体制机制改革工作，破解在重要领域关键环节制约教
育改革发展的重大掣肘问题，补齐教育发展短板，建立科
学高效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建立健全高质量的现代教
育体系。

今年，宁波将出台《宁波教育现代化2035行动纲要》
《加快推进宁波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启动制定宁波教育
‘十四五’发展规划。继续深化教育‘最多跑一次’改革工
作，做好相关事项网上办、掌上办、跨地区通办工作，进一
步提高教育事项跑零次实现率，压缩办事时限承诺时限，
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

重视高校创新的“大脑”

宁波的产业转型发展，从宁波加工到宁波制造，再从
宁波制造转变到宁波创造，一定要有一大批高水平的高校
和职业院校。

“高校不仅是城市的名片，也是创新的‘大脑’。”朱达
毫不掩饰地点出现状，“目前宁波市高等教育还存在‘高峰
’数量不足、‘高原海拔’不高等问题。高等教育适度扩大规
模，内涵提升，成了当前紧要问题。”

他在这里提到，要支持宁波大学加快“双一流”高校建
设，新增博士学位点3个以上，支持宁波工程学院、浙江万
里学院等应用型本科高校争取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的突
破，跻身国内一流应用技术型大学，研究生数量突破1万
人，全日制学生达到16.5万人。

“去年，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入选‘双高计划’，这对我市
高职教育发展是很好的机遇。我们目前正在研究支持宁职
院‘双高’建设的一揽子政策。教育总归是要花钱的，对高
等教育的投入，是值得的。”朱达说。

接下来，全市要进一步推进“四名”引进，落实《关于加
快高水平大学建设 推进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若干意
见》，加强与国内外知名院校的合作。推动国科大宁波
材料工程学院和浙大宁波“五位一体”校区建设。力争
2020年再引进全职院士层次顶尖人才1-2名。打造一
批产教融合型专业。启动集成电路产业（微电子）等人才
培养基地建设。争创全国教育国际合作创新示范区和中
外人文交流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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