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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
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义务教育改革发展
成效。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
吕玉刚介绍，10年来，义务教育招生入
学改革不断深化，免试就近入学和“公
民同招”政策全面落实，违规招生行为
得到全面规范，择校热大幅降温，入学
机会更加公平。

“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现有20.7万所
学校、1.58亿名学生、1057万名教师，是
整个教育体系当中学段最长、人数最
多的一个学段。”吕玉刚指出，我国义
务教育在实现全面普及的基础上，仅
用10年左右的时间进一步实现了县域
基本均衡发展。

财政性义务教育经费
增长超万亿元

吕玉刚表示，10 年来，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财政资金投入、公共资源
配置等优先保障义务教育，2012年—
2021年财政性义务教育经费从1.17万
亿元增加到2.29万亿元，占国家财政
性教育经费投入的比例始终保持在
50%以上。

2012—2021年，小学生均经费支出

从每生每年7447元增至14458元，初中
生均经费支出从每生每年10218元增
至20717元。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经过
多次提标，达到东中西部统一的小学
650元、初中850元的标准。

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生均公用
经费补助标准提高至7000元。“两免
一补”实现城乡学生全覆盖。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基本实现应助尽助。营养
改善计划每年惠及3700万名农村学
生，受益学生的体质健康合格率从
2012 年 的 70.3% 提 高 至 2021 年 的
86.7%。

中西部农村地区
办学条件实现了质的飞跃

2012年—2021年，全国小学净入
学率从99.85%提高到99.9%以上，初中
阶段毛入学率始终保持在100%以上。
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脱贫家庭学生
辍学实现了动态清零，长期存在的辍
学问题得到了历史性解决。

同时，连续实施特殊教育提升计
划，切实保障残疾儿童少年平等接受
教育的权利，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
入学率超过95%。2021年，全国共有

特殊教育在校生92万人，比2012年增
加了54.1万人，增长142.8%。

在实现“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
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等重大
项目方面，中央财政累计投入4000多
亿元，带动地方投入超过1万亿元，着
力解决“乡村弱、城镇挤”等突出问题，
缩小城乡学校办学条件差距。义务教
育基本办学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危房、
大通铺等问题基本解决，特别是许多
中西部农村地区办学条件实现了质的
飞跃。

义务教育专任教师总数
由909万增至1057万

吕玉刚介绍，10年来，义务教育专
任教师总数由909万增至1057万，增加
了148万人，本科以上学历教师占比由
47.6%提高至77.7%，总体上满足了教
育教学基本需要。健全教师培养补充
机制，通过“特岗计划”、公费师范生、
退休支教等多种渠道为中西部农村补
充了大量优质师资。

建立教师交流轮岗制度，推动优
秀骨干教师向农村和薄弱学校流动。
强化能力素质培训，“国培计划”累计

培训校长教师超过1700万人次。依法
保障教师工资待遇，确保义务教育教
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
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完善乡村教师
生活补助，支持建设农村教师周转宿
舍43.3万套。

学生过重学业负担明显减轻

10年来，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改革不
断深化，免试就近入学和“公民同招”
政策全面落实，违规招生行为得到全
面规范，择校热大幅降温，入学机会更
加公平；健全“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
证为主要依据”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入学政策，2021年义务教育阶段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
读和享受政府购买民办学校学位服务
的比例达到90.9%。

吕玉刚表示，去年以来，“双减”政
策落地实施，大力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坚持减负
提质并重，严控学生作业总量和时长，
不断提高作业设计质量水平，课后服
务基本实现了全覆盖，促进学生学习
更好回归校园，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
明显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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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教育是免费的，它存

在于父母的每一个词、每一句
话、每一次交谈和每一份互动
里。作者悉心研究，从反思、
共情、蜕变、言传、身教五大方
面入手，用充满爱心、浅显易
懂的语言，向世人揭示了早期
语言环境在儿童人生发展中
的重要性及其对儿童大脑发
育和学业成功的长远影响。
并分析总结了父母与孩子交
流的技巧，解决了亲子交流中
的几大难题。

暑期将至，为切实减轻学生假期
负担，保障广大中小学生度过平安、
愉快、有意义的假期，近日，教育部印
发通知，要求各地严防暑期学科类培
训机构隐形变异违规开班、面向3至
6岁学龄前儿童的培训机构违规开展
学科类培训、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超范
围开展学科类培训等问题发生。

教育部同时要求对线上学科类机
构持续扩大监管覆盖面，进行全天候
巡查。要求各地加强非学科类机构监
管，开展培训材料和从业人员抽查巡
查，加强培训价格监督检查，全面落实
预收费资金监管，做好培训广告管控。

通知强调，2022年暑期是“双减”
后的第二个暑期。前期校外培训治理
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
题，面临风险挑战。各地要树牢持之
以恒的决心，增强从严从紧、抓早抓小
的意识，就暑期校外培训治理作出系
统部署，制定工作方案，明确任务措
施，精心组织实施。

通知提出，要强化社会监督工作，
畅通线索举报渠道，对各类违法违规
培训行为依法依规严肃查处，对典型
案例公开曝光。要严防安全风险隐
患，强化培训机构人防、物防、技防设
施建设，严防发生学生伤害案件。压
实培训机构安全管理责任，开展自查
检查，及时发现排除安全隐患。要营
造假期良好氛围，积极宣传科学育人
观念，引导家长主动拒绝参加暑假违
规学科类培训，合理选择参加非学科
类培训，增进暑期亲子沟通，让孩子度
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 （本报综合）

本报讯 （通讯员 郑程月）为全
面贯彻落实《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2021―2025
年）》要求，切实提升青少年科学素
质，近日，江津区科协与江津团区委
走进蔡家镇联合开展以“喜迎二十
大·科技伴成长”为主题的“科普大篷
车进校园”巡展活动，为当地青少年
学生及群众送去“科普大餐”。

活动现场，满载科学知识的科
普大篷车，展出涵盖声、光、电等多
门科学知识的 20 多件互动科普展
教具，集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为
一体，吸引了孩子们的热情参与。
孩子们在这些科普展品前或驻足
观看，或动手操作，争先恐后地了
解展品的科技原理，在动手、动脑

的过程中体验科学的乐趣，感受科
技的魅力。

此次活动共发放大健康科普手
册、疫情防控知识手册等宣传资料共
1000份，科普受众人数达500余人，
受到了当地群众的广泛好评。

据悉，该活动为江津区青少年科
普系列活动重要内容之一，从今年6
月至11月，在全区10余所中小学校陆
续开展巡展，还包含科普知识讲座、
科技产品展览、趣味魔方体验课等内
容，旨在以科普大篷车为载体，提高
全区青少年的科学文化素养，培养科
学创新精神和创新实践能力，在科技
服务乡村振兴、提升公民科学素质、
疫情防控及经济社会发展中贡献科
协力量。

公安干警为学生讲解禁毒知识。
近日，铜梁旧县街道平安建设办

公室、司法所、派出所联合在旧县中学

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学生珍
爱生命，远离毒品。

通讯员 赵武强 摄

免试就近入学和“公民同招”政策全面落实
■ 李依环

严防暑期学科类培训机构
隐形变异违规开班

江津区科协开展
科普大篷车进校园巡展活动

荐书

《父母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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