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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优质学校”
办好家门口每一所学校

普陀区洵阳路小学三年级一班
学生龚海川的爸爸龚方30年前就读
的是弄堂附近的洵阳路小学，自己的
宝贝儿子要上小学时，家里人曾经打
算将他送到收费高、条件好的民办学
校读书。龚方却坚持让儿子就读洵
阳路小学，因为他曾亲眼看见学校老
师蹲下身子与一年级的孩子谈话，看
见老师手把手教孩子握笔写字。“学
校设施好了，老师也很亲切，不再是
我小时候的那所又破又差的学校
了。”三年后，再问龚方有没有后悔，
他说：“我更坚信三年前的选择是正
确的。因为孩子在学校学习的每一
天都很快乐。”

2011 年，上海启动“新优质学
校”推进项目，集中推出一批“不挑选
生源，不集聚资源，不争抢排名”的普
通公办学校，以“教好每一位学生、成
就每一位教师、办好每一所学校”为
追求目标，引导学校走向新优质，一
批“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办出了特色
和品牌，得到社会和家长的认同。这
一措施为从根本上遏制过度择校的
势头，也为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就近
入学创造了有利条件。2015年，本
市已汇聚近100所项目学校参与“新
优质教育”实践，区县层面的新优质
项目学校也扩大至120余所。

2013年，市教委决定在全市重
点推进小学一、二年级“基于课程标
准的教学与评价”，俗称“零起点”“等
第制”，并逐步扩大至小学中高年
级。两次调查显示，学生学习压力较
小的百分比从第一期的30.93%提高
到第二期的 74.19%。选择对学习

“非常或比较”感兴趣的比例从第一
期的62.36%提高到第二期的91.03%。

学区化集团化办学
实现区内资源共享

在徐汇区的华理学区，有一批理
工类的特色课程在区内各所中小学
公开开放。大学教师会到中学上数

学、英语、物理、化学课，开设《药学》
《跆拳道》等拓展课。大学生、华理附
中“理工小博士”分别走进中小学课
堂，为弟弟妹妹上课、演讲。在大学
的支持下，华理附中建成了“化学创新
实验室”，编写了工科校本教材，学生
参与大学“创新实验项目”研究。学区
成立了中小学语文、数学等6个“学科
工作坊”，每个学科工作坊制定两年发
展规划，学科工作坊的领衔人每学期
制定工作计划，带领学员开展教学研
讨、学术沙龙、课题研究等活动。

这样的大、中、小学资源共享得
益于学区化办学政策，于2014年11
月揭牌成立的华理学区，以华东理工
大学为依托试点“学区化集团化办
学”，学区内，大中小学一脉相承，无
缝衔接，学区的“理工”内涵同时辐射
到周边中小学和社区学校，学区内成
员学校的资源可以互相整合，优势互
补和同步发展。

据介绍，2014年起，杨浦、徐汇、
闸北、金山 4 区先行全面推行学区
化、集团化办学试点，优质教育资源
覆盖面明显扩充。2015年，出台《上
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促进优质均衡
发展推进学区化集团化办学的实施
意见》，各区县选择试点全面推进，形
成学区和集团内先进管理经验辐射、
优质课程资源共享、骨干教师柔性流
动、设施设备场地共享机制。目前如
闵行区的七宝集团、浦东新区的福山
集团、杨浦区的打一集团、徐汇区的
华理学区、普陀区的桃浦联合体、奉
贤区的办学资源联盟等一批集团与
学区，都已逐步赢得社会的声誉。

八年托管路
实施四轮实现市郊均衡

“十二五”期间，为了带动郊区教
育发展，上海城区优质教育资源逐步
向郊区辐射。2007年市教委启动了
委托管理，选择中心城区优质学校和
优质教育中介机构，接受郊区县教育
部门委托，对郊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相对薄弱学校开展全方位的管理。
两年一轮的上海市农村义务教育学

校委托管理工作已实施四轮，累计托
管农村学校158所，覆盖3300个班
级，惠及12余万名学生。第五轮托
管工作50所学校也已正式启动。

从第一轮只有3所学校接受托
管，到至今第五轮将有8所学校接受
托管，崇明八年托管之路实现了从

“文化排异”到“文化融合”，加上第
五轮，崇明有46.7%的中小学受益委
托管理，9900多学生受益终身，1700
多名教师获益无穷。首次托管时，
受岛域文化影响，学校产生一种本
能的抵触与排异。从第三轮开始，
崇明的学校不仅愿意受托管，而且主
动申请托管。

此外，优质教师也被推向了郊区
流动。2013年首次选派9名中心城
区新晋升的特级校长进行跨区柔性
流动，到郊区学校任职2年，2014年
选派20名特级教师流动到郊区工作
3年；2015年又选派新评的11名特
级校长流动到郊区工作3年。“影子
校长培训”项目近年共让 120 多名
农村学校校长接受培训。“种子教
师”到目前共培训了 420 名职初教
师、280名优秀青年教师、1727名成
熟型教师。

下一个五年
“双引擎”力争提高家长满意度

据市教委介绍，下一个五年，本
市将把推进学区化集团化办学和新
优质学校集群发展作为义务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的“双引擎”。2017 年
底，形成格局，学区化集团化办学覆
盖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总数的约
55%、学生总数的约 50%。学生、家
长、社区对学校的满意度达到85%以
上，学校基本形成办学特色，成为“家
门口的好学校”。2017年，新优质学
校集群发展的学校数量扩大至250
所左右，覆盖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总数的约25%。这些学校学业质量

“绿色指标”达到全市良好水平，学
生、家长、社区满意度达90%以上，形
成学校的办学特色，成为“家门口的
好学校”。

青年报记者 卢燕

本报讯 昨日，闵行区举行五届
人大九次会议。代区长朱芝松代表
区人民政府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情况
报告。报告回顾了2015年的工作，
描绘了“十三五”闵行区建设与发展
的宏伟蓝图，提出了2016年政府工
作的主要目标与任务。

十三五时期，闵行经济社会发展
的目标是，主动适应以中心城共同构
成上海市主城区的新地位，实现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的新跨越，形成上海具
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功能集
聚地的基本框架，城市功能持续提
升，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实现。

闵行十分看重建设科技创新中
心功能集聚区，立足打“紫竹”牌、布
闵行局，以集聚人才为核心，推动重
创空间品牌化发展，加快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把紫竹高新区打造上海科技
成果转化示范区。

在打造方便通达的综合交通方
面，闵行将加快实施综合交通规划，
有限发展公共交通，构建多层次公共
交通体系，强化骨干路网功能，形成
互联互通的道路交通网络，建立集约
高效的交通配套体系，不断提升道路
交通管理水平。

为了建设安定和谐的现代都市，
闵行将严守城市安全底线，加大重点
行业领域安全管控力度，提高应急处
置和恢复重建能力，探索开展地下综
合馆廊试点工程，加强海绵城市建
设，推进大联动家管理模式，加大拆
违和环境综合政治力度，强化人工服
务和管理，完善区村治理，健全社会
共治体系。

为了形成城乡一体的发展格局，
闵行坚持以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推
动高水平的城乡一体化，逐步出现城
乡配制合理化，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
等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
乡居民收入均衡化。

闵行将创建环境优美的绿色城
区，守住环境质量底线，加快建设国
家生态文明先进示范区，滚动推进环
保三年行动计划，深入开展清洁水、
清洁空气、清洁土壤专项行动，丰富
城乡绿色空间。

闵行要着力推动实现更高质量
的就业，全力推进全国养老服务业综
合改革试点，提高公共服务、卫生服
务水平，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健
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住房保障体
系，统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此外，闵行还要塑造特色鲜明的
区域文化，大力推进全国文明城区创
建，提升市民文化素质和城市人文素
养，完善公共文化设施资源布局，打
造充满活力的体育强区。

闵行要加快信息技术设施升级，
加快政府社区平台整合，推进公共数
据资源开放，提升城市智能化管理水
平，聚焦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领
域，营造普惠化的智慧生活。

争创开放型经济的新优势，闵行
要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长江经
济带发展战略，以服务长三角一体化
为突破口，整合各方资源，实现全方位
对内合作与对外开放，以开放的主动赢
得经济发展和国际国内竞争的主动。

闵行十三五定位
现代化主城区

上海率先整体通过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办“新优质学校”遏制过度择校
■发布厅

2009年、2012年上海连续参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阅读、数学、科学三项均
位列参评国家（地区）首位；2014年，经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督导认定，上海在
全国率先整体通过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十二五期间，上海的义务教育
在均衡发展上迈了大大一步。下一个五年，推进学区化集团化办学和新优质学
校集群发展将成为本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双引擎”。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中学生参加民防运动会。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