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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山选派“第一书记”
抓校园党建

本报讯（记者 张乐琼）近日，常山县残联理事长朱万洪被

选派为县实验小学的“第一书记”。他走进学校，与校领导交流

学校的党建工作。

这是常山县教育系统扎实做好党建工作的新抓手，即选派

熟悉党务工作的县级及以上党代表担任学校党组织“第一书

记”。记者了解到，该县目前已从省、市、县三级党代表中选出首

批10名“第一书记”，分别进驻常山县第一中学、紫港中学、城南

中学等10所城区学校，任期3年。

据介绍，“第一书记”要扎根基层，充当学校党建的“智

囊”，充分发挥他们在党务建设上的丰富经验，为学校党建、德

育工作、教师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出谋划策，实现

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工作深度融合，推动学校党建工作规范

化、常态化、特色化。

该县对“第一书记”的工作采取两套并行的考核办法，即要

求每月“晾晒”，每学期集中展示成果，同时对学校支部党建工作

设立严格的考评体系，结果直接与学校年终考核挂钩。

四高校团队获教育部滚动支持

本报讯（记者 武怡晗 通讯员 陈胜伟）日前，教育部公

布2017年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滚动支持名单，浙江大学

韩高荣团队、浙江工业大学陈建孟团队、浙江理工大学陈本永团

队、浙江农林大学柳参奎团队入选。

为进一步支持优秀创新团队，持续提升创新能力，孕育重大

创新成果，支撑一流学科建设，教育部对113个建设成效显著的

创新团队给予滚动支持，资助期限为2018年1月至2020年12

月，资助总经费300万元。其中，中央所属高校从基本科研业务

费和人才等专项经费中统筹安排，地方所属高校由主管部门和

学校统筹支持。

根据要求，获滚动支持的团队应围绕国际科技前沿和国家

重大需求，坚持“引领、融合、协同、开放”的发展理念，大力加强

团队自身建设，积极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提升国际合作水

平，用高水平科技成果支撑高质量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努力建

设有特色、高水平创新团队。

此外，有关高校应按照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

计划”创新团队支持办法》的规定，加强对创新团队建设的指导

和支持，提升团队建设水平，规范团队过程管理，在通知下发3

个月内组织编制滚动期建设规划，聚焦核心任务，突出优势特

色，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在半年内组织专家建设论证。

本报讯（记者 毛雪逸）为落

实国务院文件精神，近日省政府印

发了《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

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从同步规划建设城镇

学校、加快学校标准化建设、实施

班额控制行动、努力办好乡村教

育、深化改革提高质量、统筹城乡

师资配置、改革乡村教师待遇保

障机制、改革完善教育治理体系、

改革控辍保学机制、改革随迁子

女就学机制、加强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等 11 个方面提出了 50 条主

要措施。

破解“城挤乡弱”难题
为破解“城镇挤”这一难题，不

断满足学生就近入学需要，《意见》

提出要重点做好城市新建小区、旧

城改造、城乡接合部等地区的学校

布局规划。城镇学校教育用地实

行联审联批制度，对新建配套学校

建设方案，牵头部门应征得同级教

育行政部门同意。同时，《意见》提

出要实施班额控制行动，重点解决

城镇大班额问题，计划到2017年，

全省小学、初中起始年级班额全面

达到分别不超过45人、50人的标

准，并花3年时间全面消除小学、

初中56人及以上大班额。

《意见》还提出，要重点支持浙

西南地区及农村偏远地区发展义

务教育，并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

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积极稳

妥地解决乡村小规模学校问题，既

要把群众需要且有办学条件的小

规模学校切实办好，也要在深入做

好群众工作、切实解决学生吃住行

困难的前提下，撤并招生难以为继

或人数极少的农村小规模学校，使

每一名乡村学生都能接受有质量

的教育。

提高乡村教师待遇
《意见》提出，各地要实行乡村

教师收入分配倾斜政策，按照越往

基层、越往艰苦地区补助水平越高

的原则，使乡村教师实际工资收入

水平不低于县、镇同职级教师。制

定、调整机构公务员收入分配政策

时，要统筹考虑义务教育学校教

师收入分配，形成联动机制，确保

县域内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

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

工资收入水平。

对已在乡村学校任教满20年

且仍在乡村学校任教的教师，在

申报高级职称时予以倾斜；乡村学

校教师申报高级以下职称的，对论

文课题不作刚性要求。同时进一

步落实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结合

政策，确保乡村学校教师职称即

评即聘。

《意见》还要求，将符合条件的

乡村学校教师优先纳入当地政府

住房保障体系，各地在乡镇（街道）

建设的公共租赁住房可以用作乡

村教师周转宿舍。乡镇（街道）没

有公共租赁住房的，可采取发放租

赁补贴的办法通过市场加以解决。

深化改革提高质量
《意见》提出，要深化改革提

高质量，深化义务教育课程改革，

促 进 学 生 全 面 而 有 个 性 地 发

展。全面落实优质示范高中学

校按不低于 50%的计划比例向

所在区域所有城乡初中学校分

配招生名额，到 2020年左右形成

分类型、可选择，基于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

价的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录

取模式。

同时，积极引导优秀教师向农

村学校、薄弱学校流动，城镇学校

和优质学校教师每学年到乡村学

校交流轮岗的比例不低于符合交

流条件教师总数的10%，其中骨干

教师不低于交流轮岗教师总数的

20%。统筹城乡师资配置，全面推

进教师“县管校聘”改革。

此外，《意见》还围绕改革完

善教育治理体系，在义务教育管理

体制、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现代

学校制度等方面提出详细的举

措。明确了各级教育部门及发展

改革、财政、公安、民政等相关部

门的职责。

省教育厅基教处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意见》把义务教育摆

在优先发展的突出位置，强化了

各地政府在义务教育方面的履职

责任，并把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

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作为各

级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这

对促进我省城乡义务教育高水平

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我省出台实施意见

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乐琼）近

日，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财政

厅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妥善

解决因国家生育政策调整等原

因带来的中小学教师临时性短

缺问题。

通知鼓励各地各校教师在

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缺

岗教师的教学任务；结合中小学

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试点

工作，积极探索校际间教师资源

共享机制，实行部分学科教师集

中配置、按计划在不同学校错时

执教模式，满足实际教学需要；

对于通过校内兼课和校际共享

仍不能满足需要的情况，可通过

临时聘用退休教师或持有相应

教师资格证书的社会人员解决。

通知规定，因教师临时性短

缺而由上述人员完成教学任务

的，可发放一定的报酬，具体标

准和发放办法由市、县（市、区）

教育、人社、财政部门研究确定，

所需经费按隶属关系和原经费

渠道解决。在编在岗教师兼课

取酬，也可参照学校绩效工资水

平，按兼课教学任务量发放，不

纳入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

我省鼓励多举措解决中小学教师短缺问题

7月5日，来自浙江中医药大学的大学
生志愿者走进丽水市松阳县新兴镇，开展
“学子喜迎十九大，科普下乡谱华章”活
动。他们运用所学的医学专业知识为镇上
村民量血压，宣讲中医学、药学等知识，并
向村民送上夏日卫生常识小册、防暑药品
等，深受百姓欢迎。图为活动现场。

（本报通讯员 刘士斌 摄）

送卫生进乡村

本报讯（通讯员 陈 鑫 曾昭
武）7月7日，杭州师范大学整合药

学院(HIPI)正式成立。据悉，像这样

以整合药学为重点教育内容与科研

方向、集产学研于一体的整合药学

院在国内尚属首家。

据悉，学院聘请国家“重大新

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

中国药学会会长桑国卫院士为学

术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工程院

副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副会长樊

代明院士为名誉院长，国家“重大

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技术副

总师、上海市科协主席陈凯先院

士为学术委员会主任。3位院士

将对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以及学

术研究的开展进行指导。

“当前高校医学院与药学院专

业越分越细，学生掌握的知识越

来越碎片化，整合多学科资源势

在必行。”整合药学院院长谢恬

说，学院践行“四个整合”教学与

科研理念，就是将医学与药学、中

医与西医、实验与临床、研究与产

业化进行整合，致力于培养创新

型、复合型、应用型生物医药产业

的优秀人才。

同时，整合药学院还实行多学

科交叉培养，侧重于科研与教学融

合，理论与实践结合，创新产学研

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努力创建一

流学科，致力于服务我省及杭州市

打造“医药港”的发展战略，为实施

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促进医药产业

发展及转型升级提供支撑，为打造

“健康浙江”贡献力量。

据介绍，杭师大整合药学院

按医学、药学专业类招生，招收上

一段线的、真正热爱医学事业的

考生。

全国首个整合药学院在杭师大成立

省教研员天台送教助力课改

本报讯（记者 陈蓓燕）7月 6日至7日，省教育厅教研室

组织全体教研员赴天台县开展“课改先锋”主题支教活动。

据了解，此次主题支教活动规模空前，涉及高中、初中、小

学、幼教4个学段，一共组织了24场学科主题教研和课程改

革专题研讨活动，吸引了天台以及周边地区的2300多名教师

前来聆听。

在各会场，各学科教研员围绕新高考和新课改背景下各学

科专用教室建设、新课改和新高考背景下的学科教学改革、各

学科疑难问题解答等内容作了专题报告，并与与会教师进行了

深入探讨和交流。活动结束后，教师们纷纷表示，座谈活动内

容丰富，既有经典案例又有方向性的阐述，对以后的教学具有

很好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据省教育厅教研室主任任学宝介绍，“课改先锋”主题支教

是教研室党总支学习贯彻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与教研常规

工作结合的具体落实。为了确保此次活动效果，天台县教育局

教研室事先面向全体教师征集了各学科疑难问题，省教育厅教

研室各学科教研员针对这些问题设计讲座内容，力求有针对性

地服务基层教师，助推天台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实现教育内

涵式发展。

近日，慈溪市第四实验小学开展基于交往的“伙伴节”系列活
动，通过设置“穿针引线”“海底捞月”“步步为营”等形式多样的结
伴游戏，培养学生善于合作的小公民理念。图为活动场景。

（本报通讯员 严 龙 林松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