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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策并举  迎难而上  着力推进甘肃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甘肃省教育厅厅长   王嘉毅  
 

  2011年我省“两基”工作通过国家验收，翻开了甘肃教育史上新的一页，开始迈向新的征程。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承载着人民群众对教育公平和优质教育的热切期盼，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

时期义务教育的重中之重。甘肃省着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两年多以来，省教育厅按照教育部

的精神要求和省委省政府的总体部署，多策并举奋力开启了全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良好局

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为全面推进均衡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狠抓硬件建设 
  确保办学条件设施达标 
  为强化党政主导，促使责任落实到位，省教育厅召开了全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会议，省、

市、县各级政府层层签订了责任书，明确各自职责任务，建立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内外

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和责任体系。各市县区还成立了党政一把手任组长，各乡镇（街道）、

教育、发改、人社、财政、编办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制定出台了甘肃

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施意见、发展规划、标准化建设方案、督导评估实施办法等一整套制

度办法，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我省坚持依法按标，落实优先发展战略。全省各级政府把优先发展教育摆在第一发展战略的

地位进一步确立，教育投入成为公共财政的第一投入。严格执行我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

对照教育资源配置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体育运动场馆面积、教学仪器设备值、计算机台数、

图书册数、师生比等核心指标，缺什么、补什么，下狠功夫，啃硬骨头，强力推进学校标准化建

设。同时，根据全省各市县区经济支撑能力普遍较弱的现实，特别注重处理好学校标准化建设和

提高质量与效益的关系，力争把每一分钱用在刀刃上。 
  此外，我省努力突破发展瓶颈，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甘肃义务教育底子薄、欠账多、水平低，

在促进均衡发展中面临着比其他省份更多更突出的困难和问题。为此，我们尤其重视在薄弱环节

和制约瓶颈上下功夫，按照“雪中送炭、抬高底部、倾斜薄弱、补齐短板”的思路，摸清底数，

一校一策，精心组织实施。针对基础设施建设、民族地区教育、特殊群体教育等问题，采取了具

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重点解决突出问题。在教育投入上，坚持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民族

地区倾斜，向薄弱学校、农牧区学校、边远地区学校倾斜，向城市低保家庭和农村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倾斜。 
  提升发展内涵 
  汇聚推进均衡发展之智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根本是追求教育平等、实现教育公平，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上得起

学、都能上好学。但是，受我省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办学模式、定势思维、利益固化等束缚，在

实际推进均衡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来自政府部门、学校、社会、家庭等各方面的阻力。因此，不断

转变观念，深化思想认识，实施素质教育，成为今后全面推进均衡发展必须切实解决好的思想前

提，真正实现硬件升级与内涵提升共同发展的目标要求。 
  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学习交流，确立科学发展理念。我们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的时代意义和深刻内涵。通过优化布局结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学区化管理、优质资源

共享等措施，切实解决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择校热、大班额、乱收费等热点难点问题。通过改革

教育管理方式增活力，促进学校管理科学化，积极建立现代教育治理体系。各市县区也积极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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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学习交流，如肃州区在北京、江苏等地建立了培训基地，选派校长挂职锻炼、优秀教师跟班

进修等。 
  并且，要创新发展思路，加大优质资源共享。在省教育厅的统筹指导与推进下，全省上下积

极探索深化优质资源共享机制，通过组建教育集团、学校联盟、名校办分校、强校托管弱校、优

质学校帮扶薄弱学校等举措，扩大义务教育优质资源辐射面。在工作中，要注重做好政策设计，

注重因地制宜，注重抓好细节，鼓励大胆实践，积极创新。 
  另外，还要开展培训交流，推动优质师资均衡。教师是教育中的第一资源，择校主要是择师。

按照从“学校人”向“系统人”转变的总体思路，全省各级政府积极探索教师和校长合理流动机

制。采取提高待遇、评定职称倾斜、规定任教经历等多项措施，吸引优秀教师、优秀校长到农村

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进一步完善教师补充、准入机制，扩大特岗计划规模和范围，提高待遇，

吸引更多优秀人才乐教从教。 
  教育是国计，更是民生。在推进甘肃义务教育均衡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将始终坚持强化省

级统筹、县域推进，强化提高质量、内涵发展，强化系统推进、督导考核，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不断创新体制机制，为实现我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三步走战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不懈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