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巩固‘双减’成果”“提升教育
教学质量”等，宁波市政协委员、
海曙区古林镇中心初级中学书
记、校长许鹏浩对这些教育热词
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作为基础教育工作者，他认
为，下一步可以从三方面发力。
一是打造数智赋能教育场景。推
进学校“数字赋能改革实验校”
建设，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
融合创新，不断深化教育领域的
数字化改革，以人工智能助推精

准教学，实现作业个性化分层；
要强化学校信息技术课落地，开
展中小学科创大赛活动，提升编
程教学质量，培养学生创新思
维；要建构小初高科技创新人才
一体化培养体系，为培养宁波科
创人才奠基。

二是推进城乡教育共富计
划。通过中小学校教共体建设、
集团化办学、教研员联校、乡村
学校振兴等行动，共享师资、教
研、课程、文化、活动、学生培养
等，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促

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共同
富裕。

三是多方位提升“双减”成
效。要丰富学校课后服务课程内
容，可引入校外白名单机构共同
开发，提升课程质量；要创新校
内活动平台，建构五育融合的学
生评价体系，丰富学生校园生
活。要优化课堂教学方式，重视
真实情境教学，开展研究型、项
目化、合作式学习，实现减负提
质，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实现高
质量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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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改扩建一批中小学、巩固“双减”成果
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

宁波教育系统代表委员
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1月8日下午，在宁波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全体代表差额票决产生2023

年宁波市民生实事项目。其中教育助学方面，有“新（改、扩）建幼儿园14所，增加学位4250个；新（改、扩）建中小学

19所，新增学位25000个；开设‘亲青课堂’暑托班班次1470个，服务小学生共计44120人次”等。

说起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民生实事项目，教育系统的代表委员们备受鼓舞。从新改扩建一批中小学幼儿

园、巩固“双减”成果再到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等，从“小细节”看“大目标”，2023年事关教育的主要目标

任务充分回应了社会关切，让教育工作者更加坚定了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信心。

“过去一年，教育卫生事业
加快发展，新改扩建幼儿园、中
小学 36所，新增基础教育学位
4.6万个。2023年，又一批教育重
点工程提上日程，根据任务目
标，宁波将新改扩建中小学幼儿
园33所，新增中小学学位2.5万
个、幼儿园学位4250个……”作
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宁波市人大
代表、余姚市第二实验小学校长
柴利波深切感受到，报告中的一
串串数字背后，是政府的“托举
力”，持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特
别是教育基础设施建设。

当然，教育除了打好“硬实
力”基础，“软实力”也要跟上。

“优质师资队伍是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根本。然而目前，受到多方

面因素影响，教师队伍素质的优
化仍然存在制约，亟待找到应对
策略。”柴利波代表这次参会也
带来了相关建议。

她提到，近年来，随着我市
教育事业规模不断扩大，打造高
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的进程迈入新台阶。但同时，教
师资源的区域性不平衡和校内
结构性不平衡还是非常突出，而
数量的不足势必影响教师素养
的优化，从而影响到学校教育质
量。柴利波代表建议，切实加快
义务教育资源供给，保障资源科
学合理配置落到实处，学位供给
要充足，相应教师数也要跟上。
建议各区（县、市）都能成立机动
教师库，平时加强培训，有需要

时可以协调流动，解决各校燃眉
之急。

同时，柴利波建议进一步推
进“市管校聘”改革工作，扩大校
长办学自主权；加大对教育教学
实绩突出的一线教师和班主任
的奖教倾斜力度，激发学校办学
活力；完善农村新教师培训机
制，特别是通过骨干带徒、校际
结对、教育共同体等方式，提高
广大教师，尤其是实习指导教师
和“派遣制”教师的培训；根据教
师发展规律，抓好教师入职3至
5年的发展关键期培育工作，建
议实施新招聘农村教师先到城
区优质学校代培制度，助力其业
务能力快速提高，使农村教师队
伍整体质量得到优化。

宁波市人大代表、宁波市甬
江职业高级中学高级教师崔蓉
英非常关注与教育相关的内容。
翻看政府工作报告中的2023年

“任务单”，她注意到这么一句
话：“完善中高本技术技能人才
贯通培养，建设省一流技师学
院，打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顿
时振奋无比。

“中职、高职、本科人才培养
的贯通衔接，有利于统筹盘活各
种职业教育资源，打破原有职业
教育的局限性，为职教学生搭建
了更广阔的平台，让他们更有学

头、盼头和奔头。同时，随着产业
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
城市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的需求愈加紧迫，这种人才培
养模式实现了教育目标与企业
需求的有效融合，有望为社会输
送高素质产业生力军。”从事职
业教育20多年的崔蓉英代表欣
喜地说。

她认为，此次会议对“职业
教育发展”的相关表述，释放了
积极的信号，给宁波职业教育人
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她建议未
来贯通专业的选择要立足于紧

密对接社会需求，具有良好的就
业前景，有利于学生更好地提升
综合素养，适应产业发展和岗位
需要，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提供更
多的选择。

同时，崔蓉英建议将高职
院校、本科院校等优势资源充
分利用起来，能够将各自的教
学平台及师资进行共同分享，
共同设计课程，设置人才培养
方案，再加上企业全程参与到
教学活动中，制定技能标准，优
化教学内容，推进产教融合、科
教融汇。

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大
有“硬实力”，更要有“软实力”

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
给职教人注入一剂“强心针”

助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建议从这三个方面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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