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化改革

打响“学在浙江”品牌

□本报记者 舒玲玲

查询考试成绩，浏览在线课程，查询校外培训机构资质，办

理教育缴费……进入“浙里办”App数字社会专区，点击“学在

浙江”全民数字学习平台，十大场景依次呈现，20余个部门共

157项教育公共服务数字化应用优化升级。

今年2月18日，省委高规格召开数字化改革大会，全面部

署数字化改革工作。省教育厅第一时间成立数字化改革工作

领导小组，印发《浙江省教育领域数字化改革工作方案》及2021

年工作要点，遵循“136X”工作路径，建设“教育魔方”工程，提

出全力打造“教育大脑+智慧学校”的未来教育图景。

加强顶层设计，搭建教育领域数字化改革的四梁八柱。我

省通过教育数字化标准规范体系、教育行业云网端一体化系

统、教育大数据仓系统、全民数字学习平台、教育智治一张图系

统、教育网络安全防护体系等6个重点项目，持续推进“教育魔

方”工程，着力打造“学在浙江”品牌，纵深推进教育领域数字化

改革。

聚焦重大需求，打造跨部门多业务协同的场景应用。建

成全民数字学习、浙里校园安全、浙里校外培训、浙里教育考

试等一系列数字化应用；积极推进教育专题库建设，新增机

构、荣誉、统计等70个教育开放数据集；浙里教育考试应用累

计服务超千万人次；持续深化公民上学“一件事”智能速办；分

批推动数字社会教育重点场景落地70个未来社区、未来乡

村，重点支持山区26县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城乡义务教

育共同体”结对学校（校区）达3685家，累计开展“互联网+义

务教育”同步课堂12.6万节次、远程专递课堂1.5万节次、名师

网络课堂1万节次、教师网络研修5.9 万次、教师线下研修

5000次；之江汇教育广场迭代至2.0版本，日均访问量增长至

300万人次……

优化推进机制，凝聚积极作为主动变革的创新力量。省教

育厅创新设计应用场景路演和工作推进例会制度，积极推动顶

层设计与基层创新双向发力。“我们遴选出首批49个地区、16

所高校参与数字化改革创新试点项目，涉及资源规划、智能教

室、全民学习等31个场景。”省教育技术中心信息技术部副主

任章骏杰介绍。

“过去一年，全省教育系统累计办理入学入园报名180万

人次、考试优待1.5万人次、学生资助240万人次、学历成绩证

明4万余份。”章骏杰告诉记者，接下来，我省将继续深化教育行

业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建设，以数字化改革撬动教育领域各方面

改革，完善适应数字时代的全民学习体系，进一步丰富教育治

理多跨应用场景，打响“学在浙江”品牌。

评价改革

破冰前行激活“一池春水”

□本报记者 汪 恒

不仅关心学生品德发展、学业水平，也关心身心健康和学业生活幸福的“四维评价”温州

实践；将教师录用权、岗位设置权等“五权”成功下放的绍兴经验；构建教育生态指数，指向全

面育人的教育质量监测“浙江模式”……这些各有特色的案例是浙江一路探索教育评价改革

的写照。

今年，浙江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的指引下，进一

步加快教育评价改革工作的落地落实步伐，打响破除“五唯”顽疾的关键之战。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将制定省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方案纳入省委常委会2021年工作要

点。“十四五”教育规划谋划“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专栏”。各地各校加大《总体方案》学习宣传力

度，认真组织开展“十不得、一严禁”负面清单事项对照自查，共排摸文件51959个，梳理出273

项违背教育评价改革精神条款，逐一落实整改。

省教育厅联合21家省直部门，研究制定贯彻落实《总体方案》16项负面清单、78项任务清

单事项的具体举措、完成时间、预期成效，各市迅速启动参照制定落地措施和办法。教育评价

改革精神和要求已经陆续纳入到教育文件制发、业绩考核、教育现代化评估、教育生态监测、现

代化学校创建等关键工作之中。

11月25日，省委深改委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方

案》，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数字赋能，建立科学的、符合时

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今年，我省还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实施意见》《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

美育工作的意见》《浙江省教学成果奖励办法》《关于改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 破除“唯论

文”不良导向的指导意见》等文件，从而基本构建了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1+N”政策体系。

共同富裕

打造“浙里优学”金名片

□本报记者 邹红宇

在余姚市东风小学教育集团的六年级教室里，教师严洲

正在上“只有一个地球”这堂课。除了眼前的学生，严洲还要

和四明山镇中心小学、松阳县古市小学的学生隔屏互动。

今年3月，在原本“互联网+义务教育”结对帮扶的基础

上，这两所薄弱农村学校分别与东风小学教育集团结成协作

型教育共同体，也因此搭上了长足发展的“顺风车”。这种握

指成拳、立体融通的合作范式，是全省深入谋划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背景下，打造“浙里优学”金名片、推进我省教育跨越式

发展的一个缩影。

今年，全省新增教共体结对学校（校区）1632家，结对学校

（校区）总数达3685家，覆盖全省所有乡村学校和60%镇区学

校，有效促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今年新增结对学校间总

计开展同步课堂1.8万节次、网络研修8300多次、线下教研

2600多次，完成教师交流1700多人。12月，全省评出城乡教

育共同体区域典型案例15个、学校典型案例59个。

山区26县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点、难

点，也是突破点。为此，全省着力推动山区26县补齐短板弱

项，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今年，全省帮助定向培养师范生

473人，新设“正高级教师特设岗位”并选聘50名优秀教师扎

根山区育人，选派第四轮“希望之光”专家团50名教师进驻山

区县支教。

同时我省完善乡村人才非学历教育体系建设，重点对农

业技术人员、新型职业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农村

实用人才等开展常态化培训。加强中高职学校和乡镇成校建

设，发展农村新成长劳动力职业教育，为乡村振兴培养了一批

真正“留得住、用得上”的农村实用人才。

全省多所高等院校与地方共建现代产业学院或产教融合

基地，为山区县人才培养与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今年，全

省共派出省属高校的法人科技特派员21家、团队科技特派员

83个和个人科技特派员187人，合计资助经费达3066.9万元。

接下来，我省将继续深化教育改革开放，推动共同富裕示

范区建设走在前列，构建提升“共富”话语体系，迭代升级教育

愿景目标、改革举措和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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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聿云暮，日月其除。奋进的2021年转眼已是最后一天。回望过去这一年，浙江教育承“红色根脉”而来，守初心担使命；向“大美未来”而
去，谋智治奔共富，在极不平凡的年岁里留下了可圈可点的教育印记，在意气风发的新征程上书写了缤纷绚烂的教育担当——

奋进有为“ ”一年
20212021年浙江教育重点工作回望年浙江教育重点工作回望

□本报记者 金 澜

这几天，浙江工商大学博士生宣讲团的成员们格外忙碌。

他们进社区、进园区、进企业，用身边的故事、年轻的语言“讲准

讲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推进百年党史、党的新论断新

思想新要求“落地生根”。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浙江教育系统突出“红船味”“浙江

味”“教育味”“新时代味”，通过搭建学习平台、丰富学习载体、创

新学习形式，力求学深悟透、践行实事。

省教育厅党委率先示范，成立教育系统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实行每周例会、挂图作战等7项专班运行机制。厅机关每

周开展两次集中自学，班子成员带头学。同时，省教育厅领导赶

赴各联系高校定期讲党课、巡听旁听高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并派出3个巡回指导组进驻省属高校。创新构建党史学

习教育智治系统，确保各地各校理论学习、党史培训、专题宣讲、

“三为”服务成效“实时可见”，实现党史学习教育全流程管理。

各地各校在省教育厅的整体部署下，广泛深挖红色资源

鲜活“教材”。在嘉兴南湖，一堂网络思政课吸引全省百万名

师生观看，当天观看人次累计超300万。在义乌，大中小学生

来到陈望道故居，“真理的味道有点甜”成了学生们时下最流

行的话语。“最受师生喜爱的书记”评选、第四届“卡尔·马克思

杯”浙江省大学生理论知识竞赛等活动更是在师生中掀起了

一波波学习热潮。

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党史学习教育更成为党建引领事业的

有力抓手。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我省首次开展大规模“跨省借

考”，为400多名因隔离滞留考生从外省和浙江省内调卷；在山区

26县，围绕发展理念、产业振兴、人才培养等，全省高校冲在推进

共同富裕一线；“双减”软着陆，课后服务质量、作业管理水平、课

堂教学效率“三提高”，孩子们体育锻炼和睡眠时间更充足了。

全省教育系统聚焦师生关心事、群众身边事、基层困难事，开

展“三为”专题实践服务活动，完成省级民生实事项目。缓解入园

难、入好学难问题，全省目前完成新（改、扩）建农村普惠性幼儿园

108所，新增学位3.5万个，新（改、扩）建中小学116所，新增学位

15万个；聚焦解决全省青少年近视率高问题，完成中小学灯光改

造的教室数量达3.8万间；着力推进智治赋能，建设高考、成考、研

考等8大类教育考试报名通办平台。推动全省各地教育局局长

和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开展“领衔破难”行动，全省高校中层及以

上领导干部领衔为群众、企业、基层解难题7000余项。

“双减”落地

学生开心家长放心

□本报记者 江 晨

放学铃声响起，绍兴市柯桥区的课后服务拓展课开展起

来，课程涉及戏曲、音乐、舞蹈等多方面；将“书包减重”作为

“双减”十大揭榜挂帅项目之一后，温州市鹿城区保持着学生

上学、放学时抽样调查书包重量的习惯；每到周末，在桐庐县

的街道上，总能看到一支校外培训机构监管队伍正在对学科

类培训机构进行排查……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学生的作业负担减轻了，教学质量

提升了，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门庭冷落，中小学校园里多了欢

声笑语。放眼全省，各市区县、各教育主体都在切实感受“双

减”带来的变化。教育部调研组曾表示，浙江在落实“双减”工

作方面彰显人民情怀，具有斗争精神，强化法治思维，讲究工作

策略，展现了水平和风采。

在校外培训机构治理上，41142家校外培训机构都得到了

排查统计。在不到100天的时间里，浙江完成了全省8107家

线下义务教育阶段营利性学科类培训机构实现100%压减的

任务，迈出了规范校外培训市场的第一步。

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双减”工作监测平台数据，截至目

前，全省共有非寄宿制义务教育学校4452所，已开展课后服

务学校4452所，课后服务覆盖率达100%；全省共有437.75

万名学生参加课后服务，学生参与率为89.85%；全省共有

31.6万名教师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参与率为94.19%；学生对

校内提质减负满意率为98.14%，家长对校内提质减负满意率

为98.29%。

今年9月，省教育厅出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作业管理指

导意见，全面加强对作业来源、设计、布置、批改、反馈、讲评、

辅导等各环节的统筹管理；在教学管理上，设立“改进学校教

学管理”试点项目，并于11月上旬发布《浙江省义务教育学校

教学管理指南》及配套解读，为义务教育学校改进教学管理、

深化教学改革提供工作纲要。

建党百年

补足“红色精神”之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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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为推进““双减双减””落地落地，，仙居县各中仙居县各中
小学校结合实际小学校结合实际，，组织编排课桌操组织编排课桌操。。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王华斌王华斌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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