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威市教育系统结合工作实际，改进工

作作风，在强化执行上下功夫，铆足劲头抓

落实，整合优势力量，全力攻克堵点难点，扎

实推进“双减”、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困难学

生资助等工作任务落实到位。

——持续推进“双减”落实落细。聚焦

人民群众反映的“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

全市通过疏堵结合的方式，积极探索实践家

校社“三位一体”协同育人新路径，努力构建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育人新体系。近

年来，全市各中小学开设了舞蹈、绘画、器

乐、口才、足球等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项目，

学 生 参 与 率 达 99.85% ，教 师 参 与 率 达

99.19%，实现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覆盖和

有需求的学生全覆盖，共计投入课后服务财

政补助资金 3065 万元，切实让学生不出校

门就能享受到优质的课后服务。持续开展

校外培训机构整治，严格查处隐形变异违法

违规培训行为，全市 296 家义务教育阶段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全部转型或停办，义务教

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压减率达 100%。

——持续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聚

焦人民群众重点关注的中考热点问题，全市

积极稳妥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2022 年

起，将初中理化生实验操作考试成绩以等级

形式纳入中考，并作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

取重要依据。2022 年制定《武威市高中阶

段职普融通工作实施方案（试行）》，在古浪

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甘肃河西成功学校开

设职普融通班，累计招生 258 名。今年起，

中考体育实行考生“9 选 5”模式，通过发挥

考试的导向作用，引导学生上好体育与健康

课，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和健康的

生活方式。

——持续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

体系。聚焦人民群众反映的“学前教育资

助、义务教育资助”等问题，根据学校实际情

况、不同学段的特点、不同区域状况和不同

群体的差异，认真分析研判，建立科学合理

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机制，做到精准施

策、精准帮扶。同时，积极协调动员民政、妇

联、团委、残联等部门和社会力量开展帮扶

资助，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全社会广泛参

与的多层次、多形式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

系。“十四五”以来，全市学前教育资助人数

达 24.97 万人次、金额达 1.26 亿元，义务教

育资助人数达 18.54 万人次、金额达 7959 万

元，高中阶段学校及中等职业教育资助人数

达 13.01 万人次、金额达 2.01 亿元，农村义

务教育阶段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 1.21 亿

元、惠及学生 21.17 万人，共发放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 6.38 亿元、惠及学生 7.72 万人。

坚持执行为要 确保任务落实

武威第二十一中学课堂一瞥。

武威市教育系统坚持立说立行、跳起摸

高，瞄准工作重点、靶向精准发力，全力推动扩

增基础教育学位、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年度重

点工作任务取得新突破、实现新发展，切实在

教育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聚焦人民群众反映的“入园难、入学难”

问题，近年来，按照“需求导向、实事求是、先

急后缓、确保落地”的原则，持续推进基础教

育学位攻坚行动，切实解决基础教育公办学

位供需区域性结构性矛盾，努力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实施学前教育普惠性资源扩容

提质工程。实施凉州区第一幼儿园迁建项

目，新建凉州区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

七幼儿园，古浪县第三、第五幼儿园，永丰滩

第二幼儿园，大靖第二幼儿园 8 所幼儿园，

改扩建凉州区第二幼儿园、天祝县打柴沟镇

中心幼儿园等 20 所幼儿园，新增园位 7090

个。实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和能力提

升工程。新建武威第二十五中学、凉州区祁

连路小学、古浪县城关第四小学、天祝县城

北区九年一贯制学校等 7 所学校，改扩建武

威师范附属小学、武威第十中学、民勤县北

街小学、古浪县大靖初级中学、天祝县民族

中学等 7 所学校，新增学位 1.26 万个。

着力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师德师风建

设，严格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健全完

善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多方协调、积极

争取，利用 2 年至 3 年时间建立灵活有效的

教师引入机制，每年将城区学校空缺编制的

15%用于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强化教师多

维度培养培训，深入开展新时代中小学名教

师名校长培养，着力加强教科研支撑引领，

健全市、县区、学校三级教研体系，完善分层

分类、阶梯式教师成长发展体系，常态化有

效开展区域、网络、联片、校本教研，切实打

造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进一步

推进“县管校聘”管理机制改革，完善校长教

师交流轮岗机制及骨干教师、学科带头人、

名师工作室管理考核制度和退出机制，落实

教师年度工资总额 1.5%的教师培训经费，

完成 5 年一周期不少于 360 学时教师全员培

训任务。以县域统筹为主，推动体育、艺术、

心理健康等紧缺学科教师校际共享，立足学

区内、集团内和城乡间开展骨干教师交流轮

岗，加快实现县域内师资均衡配置，形成“能

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教师队伍用人格局。

着力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

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化发

展、高中阶段教育特色化多样化发展，构建

优质均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探索高中

集团化办学，实现各学段一体化建设。进一

步优化中小学幼儿园布局，实施中小学幼儿

园建设行动，力争到 2025 年，谋划新建、租

赁公办幼儿园 24 所，新改建中小学 7 所。积

极推动乡村中小学午餐午休、塑胶操场、清

洁厕所、标准化校车等配备项目，加快艺体

高中、人文高中等特色高中建设，实现扩增

量、提质量、优存量，整合乡村教育资源，逐

步消除“城区挤、农村弱”的问题，形成城乡

均衡优质发展的一体化格局。

坚持效能为王 促进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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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奉乾

今年以来，武威市教育系统立足主责主业，全

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

以深化教育改革为动力，以凝聚人心、完善人格、

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目标，深入实施

“三抓三促”行动，坚持不懈提能力，持之以恒转作

风，全力以赴抓落实，在全系统形成争先进位、实

干创新的工作局面，奋力推动全市教育事业高质

量发展。

武威市教育系统全面贯彻中央决策部

署和省委、市委工作安排，深入学习相关政

策法规和业务知识，提高工作的科学性、严

谨性、有效性，切实提升育人质量、深化综

合改革、优化学校布局，进一步提高为民服

务的思想认识和能力水平。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衡量育人质量。努

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社会

责任感，着力构建“大思政课”体系，统筹用

好国家中小学思政课统编教材、《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将

课程思政有机融入各学科教学。全面落实

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开齐开好各类课程，着力丰富教育资源，深

化课堂教学，优化教学环节，深入开展青少

年读书行动等活动。进一步强化体美劳教

育，统筹社会资源推进教体融合，严格落实

学生每天锻炼 1 小时的要求，常态化开展学

校体育竞技、球类联赛、艺术展演等活动，

着力建设校内劳动教育实践场所，定期开

展生产和服务性劳动，形成德智体美劳全

面融合发展的育人格局。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深

入开展专题研讨，认真分析把握全市教育

发展特征，破除教育体制机制障碍，稳步推

进新时代教育评价、考试招生制度等领域

的改革，切实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

教育评价改革，依据学前教育、义务教育、

普通高中、特殊教育四个质量评价指南，建

立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科学评价体系，进

一步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

性。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有序推进普

通高中选课走班，有效指导学生做好选科

与生涯规划，给学生提供多样化、可供选择

的课程。进一步巩固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

学和“公民同招”改革成果，落实以居住证

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制度。加强教

科研工作，指导学校和教师改进学校和教

师教学方式，引领课程教学改革。持续推

进“双减”工作，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有效

性 ，优 化 课 后 作 业 设 计 ，提 高 课 后 服 务 质

量，改善校外教育培训生态。健全完善学

生研学机制，开展研学实践活动，开阔学生

视野及阅历，充分激发学校及师生活力，形

成“统筹协调、积极主导、主动尽责”的工作

新局面。

用好调查研究这个“传家宝”，扎实开

展专题调研，察实情、听真话、出实招。聚

焦“城镇挤、农村弱”的问题，立足当前，着

眼长远，充分考虑城乡发展现状、未来学龄

人口变化趋势、交通状况和服务半径等因

素，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合理配置，促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充分论证并实施学校布

局调整。城镇新改扩建中小学 14 所，新增

学位 1.26 万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镇挤

的问题。农村通过“撤、调、并、建”的方法进

一步融合优化教育资源，使“点多量小”向

“集中优质”转变，学校空间分布和容量配置

更 趋 合 理 。 稳 步 推 进 乡 镇 寄 宿 制 学 校 建

设。近三年来，全市投资 5.86 亿元，新改建

农村中小学学生宿舍 1.54 万平方米，新改建

学生食堂 248 个，营养改善计划学校食堂供

餐率达到了 79.37%，新改建教师周转宿舍

221 套，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

善。切实把农村寄宿制学校校舍等“硬环

境”建设与精神文化等“软环境”建设相结

合，积极改善育人环境，切实提高农村寄宿

学子的幸福感，提升广大群众的认同感，进

一步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坚持以学为先 提升能力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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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青春，激昂向前。

凉州区第二届中小学校园足球联赛比赛现场。

凉州区金羊镇松涛小学红色经典诵读活动。

武威第十五中学凉州词经典诵读社团开展传统文化诵读活动。

武威第六中学科技社团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