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北新村幼教集团参加第二届四川教育博览会川渝学前教育协同创新论坛

除了异地入学更加便捷、更有保
障，两地教育互动频率也在不断提高。
近年，江北区教委多次组织赴德阳市、
成都市青羊区、泸州市实地考察教育工
作，也迎接了巴中市教育和体育局、绵
阳市游仙区教育代表团等单位的来访
交流，手牵手、心连心合力推动两地教
育资源共建共享、教育质量共同提升。

早在2020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明确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之后，江北区教委就迅速响
应国家、市、区各级号召，积极主动融入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发展建设之
中。成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

同发展领导小组，出台《重庆市江北区
教育委员会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教育协同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20年版）》，重点围绕基础教育、职
业教育、智慧教育、名师名校长培育等
方面开展共同研究，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教育协同发展，力争形成成渝两
地教育共进、中小幼教育一体化发展局
面，共同成为西部教育高地。

目前，江北区教委已先后与德阳、
成都青羊、巴中、泸州等地教育部门签
订了教育交流合作协议，形成结对友好
学校4批30对，进行校际常态化教育
教学合作交流。

江北区新村实验小学与四川德阳
实验学校、四川成都市泡桐树小学签订
《互动发展协议书》，双方互相借鉴优秀
经验，探索教育规律，创新教学方法，共
同拓展成渝区域联盟教学的新视野；江
北区华新实验小学先后与巴中第一实
验小学、巴中市平昌县第六小学签定了
成渝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展协议，围
绕学校管理、干部培养、课程发展、教学
评价改革等主题进行了线上、线下混合
的研修方式；重庆市徐悲鸿中学与成都
市石室联中、德阳二中结成友好学校，
三方就办学思想、管理理论、管理策略、
管理机制、办学特色等方面进行了深度
交流；江北区新村幼儿园与南充市营山
县机关幼儿园结对发展，其园长刘静受
邀到成都、南充等地培训授课讲座7
次，带动川渝城乡园所互动交流，被评
为江北区争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示范区先进个人，新村幼儿园也成为
成渝地区学前教育协同创新发展联盟
常务理事单位副理事长单位……这都
是江北教育加速“融圈“的生动写照。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重庆的开局之年，江北教育
以开局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状
态，认真落实市委“一号工程”，自觉把
教育工作放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全局中来谋划推动，多点发力，努力
打造教育协同发展新引擎、新样板、新
支点，以交流和变革促进两地教育协同
发展，实现江北教育高质量现代化的发
展跃迁。

科学谋划 积极联动
促进双城教育协同发展

去年，根据宏观经济大数据分析实
验室（重庆）发布的前期研究成果显示，
从全国各省流入重庆的人口中，来自四
川的占44.8%，从全国各省流入四川的
人口中，则有39.3%来自重庆。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连接
越发紧密，异地就业、养老、就学等民生
实事成为了两地人民最关切的问题。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对于一个家庭
来说是天大的事情，异地就学更是成了
两地家长关注的重中之重。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寄托，孩
子的教育问题牵动我们全家人的心。”
来自宜宾的聂女士说，她的女儿小萱现
正就读于江北区观音桥小学一年级。

聂女士和丈夫在重庆务工多年，是
典型的四川人奋斗在重庆的例子。以
前，听人说异地读书很麻烦，手续资料
冗杂，办理流程也是千回百转，于是狠

心将孩子“撇下”，留在宜宾老家。
去年，聂女士的孩子该上小学了。

“我就想让孩子和我们团聚，再难我都
愿意试一试。”她怀着忐忑的心情向江
北区教委进行咨询，得到的答复让她兴
奋不已。“工作人员告诉我，只要有合法
的工作证明、居住证明，就可以在指定
学校申请就读。”聂女士说。

“入学办理十分顺利，按规定准备
好工作证明和居住证，我向观音桥小学
提交了申请，很快就收到了孩子的入学
通知书。”聂女士欣喜道，“更让人欣慰
的是，孩子就读学校的校园氛围淳朴温
厚，课程设置丰富多彩，老师对孩子也
很关心……看着孩子的学习兴趣越来
越浓，每天回家脸上洋溢的笑意，这让
我很庆幸自己作出把孩子带到重庆来
读书的决定，也让我们一家人更放心工
作生活在江北了。”

聂女士家的故事只是一个缩影。
一直以来，江北区教委高度重视川渝两
地流动人口子女就学问题，不断完善流
动人口子女入学保障机制建设，强化流
入地政府责任，简化优化流动人口子女
入学流程和证明要求，保障两地流动人
口子女入学。

在江北，还有很多像小萱这样异地
入学的四川籍学生。据2022年统计，
江北区在校就读的四川籍学生人数已
逾6000人，这是江北教育在保障川渝
两地老百姓子女异地入学上给出的答
卷。

“新时代赋予教育前所未有的重
任，只有办好每一件教育民生实事、办
好人民满意教育，才能不断增强人民群
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江
北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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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DAILY开局谱新篇 奋进新征程·教育

江北 建好“教育协作圈”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川渝携手 共促发展
全力办好教育民生实事

成渝两地教育共享交流活动

2022年2月，由四川省教育厅和重庆市教委共
同举办的“启航新征程，同心向未来”首届川渝青年
教师风采大赛颁奖典礼暨文艺汇演在成都隆重举
行。

其中，江北区新村实验小学教师张静在众多教
师中脱颖而出，获得一等奖。“很感谢两地教委给我
们青年教师提供这样的展示平台。通过此次比赛，
我结识很多成都的教师，在比赛中，我们互相学习、
共同进步，不断提升专业水平，夯实教育情怀，为推
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教育协同发展贡献微薄
的力量。”

要加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协同发展，不
能浮于表面，而是要实实在在地开展多形式、多层次
的合作交流，这离不开学校和教师的参与。那么何
如才能不断提升双方教育领域合作交流的层次和水
平，为两地教育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和土壤？

江北教育的答案是工作推进项目化。
2020年，成都市第七中学·重庆市字水中学全

日制远程双师协作课程教学改革研讨会在字水中学
举行，并举行了四川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远程教
学字水中学基地校签约授牌仪式，实现一屏连成渝。

自与成都七中东方闻道网校合作以来，字水中
学教师借助成都七中强大的师资团队、先进的教学
资源、丰富的教研活动，经历了质疑、模仿、跟随、接
受、认同的艰难蜕变过程，办学品质实现了显著提
升。

不仅基础教育有了深层次的合作交流，在职业
教育方面，江北教育也积极谋划、勇于创新。

去年，重庆市两江职业教育中心联合北川羌族
自治县七一职业中学，共同发起成立了“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职业院校新能源汽车协同创新发展联盟”，
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发展共同体，为川渝职业院校搭
建了一个“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
展”的平台。

重庆市女子职业高级中学在上合组织多功能经
贸平台和市教委支持下牵头成立重庆市品牌建设促
进会中职教育分会，并借此机会邀请成都汽车职业
技术学校、四川省邻水县职业中学、四川省平昌县职
业中学等学校参与分会活动，成渝双城职业学校共
同面向世界打造职教品牌。

下一步，江北教育将立足江北区争创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示范区”的定位，科学制定教育协
同发展目标和方案，统筹谋划推进成渝地区教育融
合发展，有效整合教育资源，创新教育合作模式；鼓
励结对学校深入开展教育教学互访互学活动，鼓励
优质民办学校跨区域合作办学，通过远程教育共享
优质智慧课堂、数字教育资源；共建职业教育优势专
业、优质课程、实训平台，相互扩大招生规模，共享学
生就业渠道；围绕教育领域的一些重点、难点问题，
加强协同研究，力争推出一批教育改革成果，促进成
渝两地教育高质量发展。

在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推进教育高质量现代化
发展的新征程上，江北教育将以推进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教育协同发展为突破口，瞄准方向、发挥
优势、加快步伐、全力以赴，建设两地教育“共同体”，
唱好教育协同“双城记”。

谭茭 陈锐
图片由江北区教委提供

项目带动 深入协作
推动两地教育共融共享

四川省青年校长团赴江北嘴实验学校交流访问

江北区新村实验小学团队参加成渝双城经济
圈少先队辅导员素质能力大赛

作为重庆都市圈的教育强区，江北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歇。

2023年重庆“新春第一会”提出，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市委“一号工程”和全市工作总抓手总

牵引。

面对新时代新要求，江北教育力求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扩大教育对外开放、深化教育交流合作、优化

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本区域教育的集聚效应和辐射影响力，在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上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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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区与成都青羊区确定8对16所学校开展合
作结对，图为重庆市第十八中学与成都石室成飞中
学结对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