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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成本全公益方面，坚持公

益性、低成本原则，强化课后服务
经费保障，建立政府兜底、家庭和
社会合理承担的成本分担机制。
课后服务费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
务教师和相关人员的补助、课后
服务课程建设等；服务性收费坚
持成本补偿和非营利原则。费用
收支情况定期公开公示，经济困
难学生参加课后服务予以减免。

在培养全链条方面，每天不
少于 2小时的常规课后服务之
外，科学引导及规划学生的周末
及节假日生活，课后服务考虑全
时段。镇海区19所小学460余个

课外“学伴小组”，周末开设作业
学习互帮、健身游戏、家政实践
等 10 类课程，获评浙江省“双
减”10大优秀案例。

目前，宁波已相继出台《关
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
课程建设的指导意见》《关于规
范开展初中学生课后自习服务
工作的指导意见》等17个配套文
件和实施细则，一整套政策组合
拳密集打出，顶层设计不留死
角，制度建设形成闭环。

接下来，从作业管理、课后
服务课程建设到专项督导再到课
后服务师资薪酬补助以及教育评

价，这一政策体系将助推人才培
养全链条，有望继续全国领跑。

首次明确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督导、让社会公众参与教育督导……

《宁波市教育督导条例》明年3月起施行
近日，从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传来消息，《宁波市教育督导条例》已报经浙江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陈纪明 余晶晶

宁波在教育督导的立法上
探索较早，于 2002 年就出台了
地方性法规《宁波市教育督导条
例》。但近年来，随着教育事业快
速发展，2002年版《宁波市教育
督导条例》的立法引领和示范作
用正在逐渐减弱。

如何应对新形势新要求，为
宁波市教育督导体系构建和教
育督导工作的有序运行提供法
律保障？

这份即将出台的文件，正是
结合宁波地方特色，对原条例进
行了一次修订。新条例涉及 24
条，重点突出了对各级各类学校
的分级督导、建立人民教育督导
员制度以及执法联动、督导实施
及督导结果的应用。

其中，对各级学校的分类督
导、强化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督
导、建立联动执法机制等八大创

新点备受社会关注。
今后，宁波将对幼儿园、中

小学、高等学校、职业院校、民办
学校、社区学校等实施分类督导。
同时，首次明确对校外培训机构
的督导，包括从办学资质和教师
资格、办学场所和设施的安全、培
训合同的签订和履行、费用的收
取和退还、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广告宣传、在职教师在培训机构
违规兼职等情况进行督导。

新条例提到，全市将设立人
民教育督导员制度，从社会公众
中选聘有权威性和代表性，“讲
政治、懂教育、敢担当”的人员担
任人民教育督导员。

对社会广泛关注的教育热
点难点问题、公众投诉举报较多
的教育教学问题实施督导时，应
当邀请人民教育督导员参与。

此外，责任区内每所学校至

少指派一名责任督学，责任督学
对责任区学校实施每学期不少
于两次的经常性督导。具有专业
技术职务的专职督学，按照相应
专业技术职务管理规定晋升。

宁波将建立教育督导与教
育行政许可、执法等环节的联动
机制。强化教育督导问责，规定
督导报告和评估监测结果应当
作为教育决策、教育工作改进的
重要依据，将督导报告以及约谈、
整改情况作为被督导单位及其主
要负责人考核、奖惩的重要依据。
即将搭建的教育督导数字化平
台，将为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
公众提供信息查询、问题反映和
投诉、处理结果反馈等服务。

《宁波市教育督导条例》（修
订）的施行，将继续为保障全市
教育事业有序健康、高质量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

“双减”落地4个月
宁波“五全”课后服务新模式获多方好评

“双减”成效如何，中小学“最后
一公里”是关键。“双减”落地4个月，
宁波打造的对象全覆盖、主体全协
同、五育全融合、成本全公益、培养全
链条“五全”课后服务新模式，有效破
解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幼儿园“放学
早、接送难、无人管”等民生难题。

教育部网站、《人民日报海外
版》、学习强国、《中国教育报》、央广
网、教育部新闻办公众号“微言教
育”等国家级媒体相继报道。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余晶晶 田荣华

率先探索一贯制人才培养方式

在对象全覆盖方面，将课后
服务的对象从义务段延伸至学前
和高中，做到能开尽开，面向全
体，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与期盼。

同时，率先探索兴趣特长为
导向的一贯制人才培养方式，率
先出台义务段学校贯彻“双减”
政策教育评价方案，不断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如北仑区幼儿园变
传统的“托管”为“托育”，开设丰

富的课后服务课程，2000余名幼
儿受益；高中阶段教育纷纷开展
晚自习，周末开放校园，为学习
有困难的学生补习答疑，为学有
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

在主体全协同方面，整合
全社会育人资源，建立以学校
（幼儿园）在职教职工为主体、
社会专业人士共同参与的课后
服务师资队伍，实现家庭、学

校、社会协同育人。联合群团组
织和政府部门整合课后服务线
下拓展课程 600 余门，线上推
出品德修养、科学创造等五大
类 128 门课程，打造课后服务
课程资源库。

在五育全融合方面，坚持德
育为先全面发展，将课后服务作
为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延伸，探
索“五育”融合的长效机制。

减免经济困难学生的课后服务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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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区锦溪小学学生在课后服务的中点班学做“冰皮月饼”。
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上教
育 记者 吴正彬 通讯员 王国
英）近日，2021年宁波乡村振兴青
少年科技教育行动圆满收官，今年
的行动中，宁波市科协科普发展中
心组织科普志愿者服务小分队，以
科普大篷车进校园为载体，共进入
15 所学校，1 个场馆，驱车里程
1530公里，惠及学生23062人，为
孩子们带去集科学性、知识性、趣
味性、互动性于一体的科普器具、
科学实验、科普课程等丰富的科技
教育资源。

在慈溪科技馆，科普大篷车载
着25个叙写着党领导中国科技创
新史内容的展架，开始了为期3个
月的一系列主题活动，参观、征文、
摄影等互动性的活动，共吸引了
14106人次的学生前往慈溪科技
馆打卡，受到同学们的好评。

除了体验式课程之外，孩子们
还在教室里感受了丰富多彩的课
程知识。北仑三山学校和海曙区高
桥镇成才学校的近400名孩子先
后聆听来自宁波海洋研究院创作
的《寄居蟹安家工程》专题科普课
程，从孩子们熟悉的虾家族和蟹家
族入手，了解虾蟹的生理结构、生
长发育、生活习性、生存技巧等知
识。

新的科普课程由浅入深，层层
剖析，满足孩子们好奇心的同时，
也为他们解答疑惑，营造轻松愉快
的科普氛围，更好地让他们感受科
学的魅力和神奇，激发对科学的兴
趣。

据了解，今年宁波乡村振兴青
少年科技教育行动，集聚了学（协）
会、科研院所、科普教育基地等优
质科技教育平台。宁波市青少年科
技教育协会、宁波海洋研究院、宁
波科学探索中心、新华网无人机等
多家单位参与活动。

惠及学生23000余人

2021年宁波乡村振兴
青少年科技教育行动收官

学 生 们 认 真 聆 听 老 师 的 科 普 课 程 。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