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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引育、教育公平、产教融合……

代表委员热议政府工作报告教育热点
1月17日上午，宁波市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汤飞帆市长作政府工作报告。来自教育系统的代表委员们在聆

听完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后，备受鼓舞。人才引育、教育公平、产教融合……2024年事关教育的主要目标任务充分回

应了社会关切，让教育工作者充满信心，拥有强烈的使命感。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王伟 樊莹/文 张培坚/摄

“助力宁波市建设高水平的创新
型城市，需要全社会上下联动。”宁波
市政协委员、江北外国语学校小学部
校长姚芸娣也关注到政府工作报告
中“科学”成为热词之一。然而想让科
技创新的种子在中小学生心中生根、
发芽乃至开花结果，除了学校教育，
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与呵护。

“目前，与之相匹配的科学教育
社会大课堂相对零散、特色不够，价
值发挥没有最大化，导致无法形成科

普品牌效应。”姚芸娣建议，整合科学
教育社会资源清单，打造各具特色的
活动形式和内容。市科技局统筹有关
部门，将科技馆、博物馆以及高校、名
企等纳入科学教育大社会课堂的阵
地群，成为科普研学基地，供中小学
校选择免费定期开放，助力激发学生
创新意识。

她认为，可以继续以“宁波院士
之乡”特色资源为引领，聘任高校和
科研机构专家学者、企业人才担任科

技校长，让科技校长循环制的方式有
计划、有主题、有质量地走进学校，确
保拔尖创新人才发现与培养链初步
建成。同时，积极构建宁波的科学家、
院士、科技专业等人才库，形成宁波
科学家进校园宣讲团，让学校根据需
求定期预约，让科学家精神得到赓
续。各部门还可以联动组织科学教育
为主题的家庭科普宣传教育和实践
活动，选树宣传一批科普家庭典型，
讲好宁波最美家庭科普故事。

在认真听取了汤飞帆市长所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宁波市人大代
表、镇海中学副校长沈虎跃说，在
2023年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的情
况下，宁波还是保质保量地把教育作
为民生重要事情，各项指标完成得非
常好。对于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要扎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
点同样令人鼓舞。

作为一名长期耕耘在教育一线
的基础教育工作者，沈虎跃对教育有
自己的思考。2024年的全国教育工

作会议，强调要把组织实施教育强国
建设规划纲要作为工作主线，基础教
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则是一个基点，

“我想，在高质量发展之下，宁波作为
经济强市，教育也需要有与之相匹配
的高质量发展。”

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人才引育有专
门的论述和要求，对此，沈虎跃说，当
前全国各地在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上，竞争都很激烈，都在不遗余力地创
造优良环境，培养和引进高质量创新
人才。那么，基础教育在这方面应该怎

么做呢？“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各个方
面、各个方向的，因为社会需要各式各
样的人才，而比较困难的主要是基础
学科的创新人才培养，因为它需要的
时间周期长，后续高校的对接要求也
较高。”沈虎跃说，目前，这方面主要是
以科学教育或者英才培养居多，现在
各地都在积极探索、破解。

“基础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
需要形成发现和培养机制，同时对于
优秀青年教师的成长要给予适当的
时间和空间。”沈虎跃说。

翻看政府工作报告中的2023年
工作回顾，宁波市政协委员、余姚市
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朱延芳对“普高
定向招生名额全部均衡分配”这句话
深有感触。

“定向分配招生是维护教育公
平、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手
段。以前定向分配人数中的75%均衡
分配、25%参考学校的办学水平分
配，而现在是全部均衡分配。”朱延芳
说，最显著的一个变化：2023年，城郊
乃至农村地区的初中学校考入优质
高中名额上升了很多，有些学校实现
了零的突破，有些则是从个位数升到

两位数。
朱延芳同时注意到，2024年主

要目标任务中，重点提到了“扎实办
好人民满意教育”“深化落实义务教
育免试就近入学、公民同招、随迁子
女义务教育入学等政策”，话语简单
务实，却分量十足。

对初中学校来说，可以少一些教
育的功利主义，把原本培优的一部分
时间用于平均分、合格率的提升，以
及用于后20%学生的关怀。政策的变
化，也有利于更好地落实五育并举，
学生们有时间去劳动基地进行劳动
体验、去操场出出汗、去图书馆沉浸

式学习。条件允许的话，孩子们还能
走出校园参与项目化学习，进一步了
解值得宁波人骄傲的阳明文化。这样
学生的心理更阳光，身体也更健康。

对于高中学校而言，生源多元化，
有利于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繁荣。该举
措还会影响家长的育儿理念，影响大
众对教育的理解。总之，它对“开放型、
创新型、实践型”人才的培养具有保
障、支撑和推动作用。“作为师资培养
工作者，我将主动学习，优化师资培养
的方式方法，为宁波教育的高质量发
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朱延芳说。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同时也是
一名教育人，听了政府工作报告以
后，我对市委市政府对教育的重视、
赋予教育如此重要的社会责任而感
到自豪。”宁波市人大代表、浙江工商
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史习明说。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把教育、科
技、人才统筹部署、一体谋划。史习明
注意到，今年宁波市政府工作报告也
充分体现了这个特色，“这对教育人
来说是一件振奋精神的事情。”

史习明还有一个明显的感受，那
就是政府工作报告通篇运用了大量
数字来描述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对

教育的描述也是如此，“数字背后，我
们可以看到宁波教育人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的奋进姿态。”

比如2023年高校16个学科进入
ESI全球前1%，引进全职顶尖人才11
人；2023年基础教育新改扩建幼儿园、
中小学33所，新增公办学位数3.5万
个，“这一方面反映了市委、市政府对教
育的重视投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宁波
教育人的辛勤努力。”史习明说。

报告对2024年目标任务的描述
也是如此，其中提到要打造中高本一
体化发展职教共同体，校企共建工程
师学院25个。“这是职业教育如何适

应宁波制造业对紧缺人才需求的探
索。”史习明说。

“当下是宁波高等教育发展的一
个战略机遇期。浙江提出了高教强省战
略，在未来几年当中，宁波的高等教育
应该会得到较大发展，比如宁波东方理
工大学（暂名）的招生、宁波大学的‘双
一流’建设，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升本
等。我们在报告当中也能够感受到，在
这个战略发展机遇期中，市政府对宁波
高等教育赋予的目标任务。对高等教育
战线的同志们来说，接下来是非常好的
历史时期，为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自
己的贡献。”史习明说。

宁波高等教育迎来历史机遇期

创新人才培养是时代所需

教育公平惠及每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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