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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正努力构建教育高质量
发展新格局。”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列
席代表，市教育工委书记、市教委主任
黄政介绍，近年来，我市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加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全面实
施优质教育资源扩展行动计划。如
2020年全市新增公办幼儿园241所；
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园，推进落实小
区配套幼儿园优扶政策，治理完成率
100%。

“十四五”期间，我市将持续整体
提升教育质量，进一步促进教育公
平。重点工作包括：一是持续加大教

育投入，义务教育经费全部纳入财政
预算，财政教育投入逐年递增，重点向
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倾
斜，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
设，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

二是拓展义务教育优质资源，持
续推进“学区化、集团化办学示范”“领
雁工程”等项目，城乡学校结对发展全
覆盖。到2025年，全市集团化办学达
到70%以上，中心城区达到80%以上，
实现全市学区制管理全覆盖。

三是全面加快教育信息化，以“三
通两平台”建设为核心，推进重庆市教

育信息化“1125”建设工程，所有中小
学和教学点宽带网络与“班班通”全覆
盖，为整体提升义务教育质量提供现
代信息技术条件。

四是持续深化基础教育评价改
革，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改
革学校评价。义务教育学校重点评价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建设现代学校制
度等方面情况；同时改革对教师评价，
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突出
教育、教学实绩；在对学生评价方面，
树立科学成才观念，不断完善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

推进多项重点工作整体提升教育质量
部
门
回
应

市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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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星婷 匡丽娜

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要通过深化教育评

价改革，加强体育美育

劳动教育，建设高素质

专业化教师队伍，发展

在线教育等方式，推动

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

升。

重庆将如何进一步

完善基础教育布局，促

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如何完善对学校、

老师、学生的科学评价

体系？如何提升教育的

现代化水平？此次两会

上，重庆日报记者邀请

市民、市人大代表、市教

委负责人进行了探讨。

新期待·加油干

多措并举 推进重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市民、人大代表、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讨论如何催生更多“身边的好学校”

“现在当家长可不容易。”1月
23日，市民罗庆宇向重庆日报记
者道出了心中的焦虑。

这种焦虑感来源于学生和家
长对好学校的渴望。作为一名小
学生的家长，罗庆宇说，不少朋友
的孩子参加了许多课外辅导班，学
英语、学奥数、学阅读写作……有
的孩子一周要上四五个“兴趣班”，
周末被排得满满当当的，几乎没有
休息时间。

“说到底，这些家长就是想让孩
子多学一些知识和技能，在未来中
考和高考中能脱颖而出，考上好学
校。”罗庆宇表示，如果有更多的优

质教育资源，老百姓家门口就有好
学校，大家可能就不会这么“挤破脑
袋往个别学校钻”。

“期盼中小学能有更多的优
质学校。此外，学校教育不能只
关注学生的分数，还应该关注学
生的身心健康，提高他们的身体
素质，培养他们更广泛的兴趣爱
好。”他说。

罗庆宇还说，自己家附近有个
公办幼儿园，老师十分负责，办园质
量特别好，且每个月才几百元，“有
的民办幼儿园每个月缴两三千元，
如果有更多的公办普惠园就更好
了。”

期盼能有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

市人大代表、璧山区城北小学
教师严萍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提
出建议，认为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
提升首先要做好基础教育布局优
化。

严萍介绍，目前璧山的做法是，
突出抓好高品质生活供给，强化城
市功能配套。“随着城镇化进程加
快，部分区县净流入人口迅速增加，
城区学位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入学间矛盾十分突出，城区教育资
源不能满足就近入学的需求。”

严萍建议，一方面，政府在编制
城市规划时，要考虑城镇化总体规
划和常住人口规模，做好城市新区、
人口较多乡镇等重点区域的义务教
育学校布局规划，优先考虑学校布
局和教育用地保障；另一方面，财政

通过土地出让金计提的方式，切实
保障学校建设资金，加大学位供给，
做好区县域内城乡优质教育资源增
量部署。

上身边的好学校，是人民高品
质生活的又一体现。严萍认为，集
团化办学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严萍举例说，璧山区2017年
开启集团化办学模式，探索区域
教育质量提升，先后采取“1+9”(1
所领航学校带动城区 9 所学校)、

“9+N”(城区 9 所学校分别帮扶农
村 N 所学校)模式，城区辐射农
村，强校帮扶弱校，通过教研科研
一体化、送教入校、资源共享等多
种方式，形成学校发展共同体，从
而实现区域教育整体质量提升和
优质发展。

首先应做好基础教育布局优化

市政协委员，重庆图书馆党委
书记、馆长任竞

今天是周末，两会继续。
两会日程虽已过半，但委员们

热情未减。下午是小组讨论，大家
早早地来到会场。

今年会议议程中的“协商讨论
市‘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成了委员们热议的焦点
之一。我们 15 组小组讨论会一开
始，大伙儿就“抢”话筒，争先恐后建
言献策，发言中均对重庆未来的发
展充满信心。

我是一名来自公共文化单位
的委员，自然对“规划”和“纲要”里
关于繁荣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
业，加快推进文化强市建设方面
的内容十分关注。这些规划让我
非常振奋，倍受鼓舞：这标志着新
时代文化建设的又一个春天已经
来临！

作为政协委员，写出高质量的
提案是履职尽责的重要体现。此
次会议，我围绕重庆市“十四五”规
划，着眼“文化强市”目标，撰写了
提案《关于推进“新十大文化设施”

建设，高标准打造城市文化新地标
的建议》。

提案建议，在“十四五”期间，以
提升城市品质、市民幸福指数为目
的，以“两江四岸”治理为契机，布局
长江音乐厅、长江图书馆、重庆博物
馆、重庆非遗园等新一批重大社会
文化设施，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
设、高品质配套、高水平运营，打造
城市文化新地标，与已有的大剧院、
科技馆、规划馆、马戏城等一同构建

“人文荟萃风貌带”，形成文化集群
效应，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

在“春天”里建好重庆“新十大文化设施”
□刘江

今年重庆两会期间，交通是代表
委员们热议的话题。一位市政协委员
在分组讨论时说到，他的老家在江津，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十四五”时期，主
城都市区“一小时通勤圈”基本建成，
这让他感到振奋。

对改善交通的关注，在会场内外同
频共振。记者采访了多位市民，大家普
遍对“一小时通勤圈”热切期盼，“到那
时，去各区县旅游休闲、走亲访友更方

便了。”建设“一小时通勤圈”，是真正抓
住了民生痛点，回应了群众关切。

交通是城市的“血管”。交通的便
利度，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活圈半径。
这几年，重庆狠抓交通建设，取得明显
成效：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如期完
成，高铁建设五年行动方案扎实推进，

“850公里+”城市轨道交通成网计划
提速实施。去年年末，成渝高铁复兴
号开跑，让双城通勤进入“一小时时
代”，助推两地密切交流、协同发展。

交通提速，缩短出行时间，加速各类要

素高效流动，带来经济发展的提速，孕育新
的机遇。对市民来说，路近了，心也近了。

在重庆的交通蓝图上，有多个
“一小时”目标：主城都市区要打造
“一小时通勤圈”，成渝地区将构建4
个“一小时交通圈”。每个“一小时”
目标的落地，都意味着交通出行更加
舒适、高效、便捷，城市更加宜业、宜
商、宜居、宜学、宜游。奋进“十四
五”，要在交通建设上埋头干、“加速
跑”，“一小时通勤圈”令人期待，因为
它“圈”出的就是更高品质的幸福。

在“一小时通勤圈”中期待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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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走笔

北碚 让文化“零距离”融入百姓幸福生活

北碚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队活动走进蔡家智慧新城

“碚”感幸福系列报道之四

北碚区24小时城市书房

家住北碚新城区的王家平喜欢读
书。以前，他要到区图书馆里去借书，
很不方便。

“现在，读书方便极了，家门口就有
有一个新建的城市书房。如果不想出
门，在线上也能浏览到区图书馆里的藏
书。现在文化生活就在我们老百姓身
边。”王家平说。

“十三五”时期，北碚围绕老百姓的
文化生活需求，全面加强了基层公共文
化建设，丰富了群众文化活动，百姓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盛宴，真正让文化
融入了百姓生活。

文化设施“种”到百姓家门

2020年，北碚新建城市书房2个、
微型图书馆3个、数字报刊阅读点1个，
新增图书馆社会分馆4个、馆外流通点
22个。同时，区图书馆还进行了二维码
技术数字化改造，上线微信服务小程序，
读者借阅服务由传统人工向智能自助转
变。北碚图书馆成为全市公共图书馆唯
一使用二维码技术的公共图书馆。

除图书馆下沉到基层外，文化馆也
下沉到了基层。到目前为止，北碚引导
社会力量参与总分馆制建设，已建成文
化馆社会分馆16个。

当然，让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能享

受到文化生活的是城市“15分钟文化
圈”和农村“半小时文化圈”的建设。目
前，北碚通过24小时城市书房，微型图
书馆、街镇文化服务中心、社区和村文化
室、图书室等的建设，已把公共文化服务
的阵地“种”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

在文化设施建设中，北碚还启动了
一项大工程——“百馆之城”建设。

近两年来，北碚系统梳理了区内文

博场馆资源后，启动了国民政府军政部
军需学校历史陈列馆暨兼善中学校史陈
列馆建设，完成卢作孚优秀企业家精神
陈列馆（数帆楼）、磨滩农耕文明博物馆，
对外开放中共中央西南局缙云山办公地
旧址（中共中央西南局历史陈列展（一
期）等，博物馆数量已达32个。

在“百馆之城”建设中，为让博物馆
真正“活”起来，北碚还开辟了3D数字

化博物馆，推出卢作孚纪念馆等七大网
络展厅，探索线上文博多元化。并计划
与重庆电信合作开发“红楼看北碚”XR
系统及AR技术复原老街文旅科技项
目，增加数字体验感，打开文博场馆的
活力。

家门口越来越多、种类日趋完善的
文化设施，让北碚老百姓拥有了更多文
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文化大餐浸润百姓生活

“除公共文化设施满足老百姓的
需求外，我们通过组织开展丰富的文
化活动，让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更丰富
精彩。”北碚区文旅委负责人说。

重庆两江艺术团是北碚本土的文
艺团队，这支团队常年都活跃在北碚的

城乡各地。“将艺术普及到群众中，让老
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文化大餐。”
北碚区文旅委负责人介绍，每年的元
旦、春节、端午、中秋、国庆期间，北碚都
要面向基层群众开展大型文艺演出活
动，组织文艺团队下基层演出。

让群众当主角，参与到业余文化活
动中来，是满足基层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的重要方式。为此，北碚经常性地开展
群众文艺展演，“欢跃四季·舞动巴渝”
广场舞展演，迎中秋、庆国庆文艺展演
等活动，为业余文艺爱好者提供舞台。

将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最大限度
满足百姓经常性、多样化的文化需
求。通过创新开展“一人一艺”全民艺
术普及培训，对结合数字文化馆远程
教学平台，对全区17个街镇的基层文
化指导员暨分馆从业人员开展集中艺
术普及培训，面向青少年儿童、成人、
老人、外来务工人员，开设舞蹈、声乐、
古筝、二胡、摄影、书法等门类的艺术
培训、持续培育“碚城同读一本书”、

“全民读书月”、“行走中的美术馆”等
品牌活动。通过“文化村村行”、“领读
者”、“碚贝”党员志愿讲解等，把文化
送到了农村，送到了最基层。

多形式的文化活动，丰富了北碚
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让老百姓融
入其中、乐享生活。

文/王彩艳 图/秦廷富

委员手记

“十四五”时期，我市将进一步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图为市人民小学，低年级学生在课间休息。（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卢越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