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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促进教育公平  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 
 

甘肃省教育厅厅长   王嘉毅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

困、民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

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十八大提出的这一奋斗目标，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甘肃教育改革与发展指明了方向。近年来，甘肃省委、省政府认真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促

进全省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2011年，甘肃省通过“两基”国检，实现了“两基”的宏伟目标，
义务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大力促进教育公平成为新的发展目标。为此，甘肃省根据实

际，制定出台了《关于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通过三步走，到 2020年全
省实现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大力促进教育公平。为此，将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推进标准化学校建设，加大薄弱学校改造力度，缩小学校办学硬件的差距，大力促进

教育公平。制定出台全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和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有重点、有步骤地

把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任务落实到每所学校，使学校布局结构、校舍建筑、教学装备配置、

教师队伍、教育教学管理达到我省义务教育学校办学基本标准，使县域内每所义务教育学校之间

硬件设施的差距缩小。同时，加快改善农村学校和城镇薄弱学校办学条件，继续实施“农村薄弱

学校改造计划”和“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改善农村学校和城镇薄弱学校校舍、食堂的条件，

解决教学仪器设备、音体美器材、图书、信息化配置等问题。另外，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

费保障机制，在教育投入上，特别要向农村地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倾斜，向薄弱学校、农牧

区学校和边远地区学校倾斜，向城市低保家庭和农村家庭经济困难等特殊困难学生倾斜。 
  第二，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确保义务教育师资力量的均衡，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师资队

伍的均衡配置是教育公平的核心。一方面，将继续完善农村教师补充和培养培训机制，积极推进

省属高校师范生免费教育，对在农村任教三年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实行学费代偿；继续实施并扩大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规模和范围，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到农村学校从教。大力实施

甘肃省中小学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开展以师德教育和新理念、新课程、新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一

轮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另一方面，建立健全教师和校长合理流动机制，实行县域内义务教育学

校教师定期轮换制度。要采取提高待遇、评定职称倾斜、规定任教经历等多种措施，吸引优秀教

师、优秀校长到农村学校或薄弱学校任教。此外，要进一步提高教师地位和待遇，尤其是要提高

农村教师待遇。加大对在农村地区、艰苦地区、边远地区长期从教、贡献突出的教师的表彰奖励

力度，实施好边远艰苦地区农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项目，扩大实施农村教师安居工程，切实改善

农村特岗教师、支教交流教师和寄宿制学校管理教师等基本的工作生活条件。 
  第三，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注重义务教育学校内涵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扩大优质教育

资源是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方面。一方面，要全面优化县域义务教育布局结

构，根据城乡建设发展规划和人口变动状况，因地制宜推进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特别要严格规

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程序，合理调整生源不足、办学条件差、教育质量低的薄弱学校。另一

方面，要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建立校际联动机制，开展对口帮扶，实施学区化管理，

采取优质学校与薄弱学校整合、重组、捆绑及校长、教师互相交流等方式，整体提升学校办学水

平。 
  第四，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实现办学水平的普遍提高，促进教育公平。一方面，树立科学的

教育质量观和人才培养观，建立教育质量和学生学业质量评价体系，引导学校按照教育规律和人

才成长规律实施教育。特别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注重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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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创新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促进学生学习方式和评价方式的转变，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
担。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教育教学管理，坚持就近免试入学原则，建立区域内小学和初中对

口招生制度，推进九年一贯制学校建设。特别要强化对义务教育学校教学行为的管理，严厉查处

各种形式的择校乱收费行为，严禁在义务教育阶段设立重点校和重点班。另外，要强化学校安全

管理，完善校园安全监管和应急防范机制，营造平安、和谐的教育环境。 
  第五，保障特殊群体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一方面，要保障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坚持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扩大公办学校资源，

满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需要；特别要加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

子女入学后的教育服务和管理，制定完善在就学地考试、升学的管理办法。另一方面，完善农村

留守学生关爱服务体系，建立健全政府主导、社会共同参与的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服务体系，切

实解决农村留守学生学习、生活、情感和心理等方面的问题，确保学生不因经济贫困和情感缺失

而弃学，使农村留守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