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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郑远 通讯员
李 健）2月20日，金华市中小学教师书

法素养培训第5期书法师训作品联展

在金华书画院展厅举办。在近2000名

参训教师的书法作品中遴选出的309

幅作品，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赏。

2020年9月，金华市启动中小学

教师书法素养培训工程。首次开课以

来，参训学校与教师数量不断增加，目

前 6 期培训累计有 100 多所学校的

5000余名教师受益，参训的学校也从

金华市区延伸到义乌、东阳、永康等地。

在金华市南苑小学，每周一节的书

法课让教师们很是期待。得益于参与

两期24学时的毛笔书法培训，现在南

苑小学的语文教师不仅人人都能写出

一手好字，还能指导学生提升书法素

养。“本学期学校定制了48学时的钢笔

书法培训，将其作为教师的必选培训项

目。这将为校园营造更好的书法教育

氛围，让师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书法的

魅力和传统文化的意义。”南苑小学党

支部书记张淑贞告诉记者。

“培训工程启动以来，学校已连续

举办5期书法联展，通过成果化、品牌

化的方式，使培训成果看得见、摸得着、

觉得好。”金华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吴惠

强表示，现在学校不少教职工、学生和

家长都主动参与书法培训，参与热度越

来越高。

这也正是金华市开展中小学教师

书法素养培训工程的初衷。项目召集

人、市书法家协会顾问杨守春说：“培训

工程充分发挥社会各级书法协会的人

才资源优势，组成了70余人的专业书

法师资团队，编写了软笔、硬笔书法专

用教材，制定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课程

和教学互动运行管理制度，将书史、书

论与实际操练紧密结合在一起。”下一

步，培训工程将根据学员的学习程度、

专业素质能力等特点，探索构建分级分

类的教师书法培训体系，促进金华市书

法素养培训五年规划中的各项目标得

以实现。

全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记者 邵焕荣）2月20日至21日，省教育厅

在湖州召开全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总结回

顾2022年全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研究部署

2023年全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改革发展重点工作。

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于永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于永明充分肯定了2022年我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

育在优化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等方面所取得的一

系列成绩。他要求，全省各地要正确认识职业教育发

展定位，把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落实到更加具体的工作部署中；要抢抓职业

教育发展机遇，把党委、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社会

各界对职业教育的关注转化为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动力；要加强德育工作，弘扬工匠精神，强化校风

学风建设，切实提升职业学校管理水平；要强化设区市

统筹，以推动区域职业教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为目标，

重点在中高职资源、专业布局、办学条件提升等方面作

更大的努力；要深化产教融合改革，重点做好制度设计

和平台载体创建，以政策、以机制推动政府重视、企业

参与；要加强社会人员学历提升，以民生实事为抓手，

推进省域高质量学习型社会建设。

会上，省教育厅相关处室及直属单位对2023年全

省职成教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各设区市教育局围绕工

作推进考虑作了交流发言。省教育厅相关处室及直属

单位负责人，各设区市教育局分管局长、职成教处处

长、职成教教研室主任等参加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晶一行
赴省教育厅走访调研

本报讯（记者 邹红宇）2月21日上午，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吴晶一行到省教育厅走访调研、指导工作。省

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主任委员陈根芳，省人大

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钱晓芳、蒋国俊等

参加调研。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记、

厅长毛宏芳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上，毛宏芳对省人大和教科文卫委等相关专

委对教育工作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汇报了全省教育

事业改革发展情况和省教育厅2023年工作思路。

吴晶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省教育工作取得的成绩，

指出教育工作责任重大，全省教育工作者踔厉奋发、砥

砺前行，推动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为浙江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吴晶强调，党的二十大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单独

成章进行一体推进，并摆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即“高质量发展”之后的突出位置，

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省委十五届二次全会也对教育工作

进行了系统部署，充分体现了教育“国之大计、党之大

计”的战略定位。浙江教育人要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

化浙江新篇章上勇担使命，为我省奋力推进“两个先

行”、加快打造“重要窗口”贡献教育力量。她表示，省人

大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教育工作，充分发挥人大力量为浙

江教育事业改革发展赋能助力，共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

省教育厅相关处室负责人参加座谈会。

□季 颖

在近日召开的杭州两会上，有代表委员

建议设立杭州“家庭日”，时间定于每年8月

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倡议家长增加陪伴孩

子的时间。

设立“家庭日”不仅是一种呼吁，更是一

种提醒，提醒家长要重视家庭教育。近年来，

社会热点现象反映出部分家庭存在生而不

养、养而不教、教而不当的问题，让家庭教育

的话题越议越热。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

础，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用心的陪伴。家长

本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然而很多家长平时

工作忙，时间往往安排得很满，没有留给孩子

的专属时间，孩子得不到家长的基本陪伴。

如何平衡工作和教育是摆在家长面前

的一道难题。事实上，家庭教育不仅要有

“量”，更要有“质”。高质量的陪伴不在于时

间的长短，而在于全身心的投入，将教育融

入孩子成长过程的每一个小细节，践行培

根、铸魂、启智、润心的使命。陪伴可以是和

孩子共读一本书，体会书中故事人物的喜怒

哀乐；可以是和孩子一起做顿美食，共享劳

动成果；可以是和孩子一起穿街走巷，感受

时代变迁……

成长的道路永远有分岔，通

向无数的未来。我们相信，家长

陪伴孩子度过的每一天，踏实迈

出的每一步，都足以在孩子成长

记忆中刻画最动人的一笔，在他

们漫长人生旅途中留下最深刻

的印记，让他们有充足的底气从

容面对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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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 澜

目标决定方向，方向引领发展。

每年春天，省教育厅都会召开全省教育系统工作

会议。这是一场定基调、明方向、聚共识的盛会，助力

全省教育系统干部师生想到一起、站在一起、干在一

起，共同推动教育事业行稳致远。

在2023年全省教育系统工作会议召开之际，回望

过去一年，浙江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聚力打造面向共同富裕现代

教育体系的省域范例，更大力度推进教育强省建设。

领航：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新学期伊始，各地各校的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

又活跃起来。2 月 12 日，“畅想中国”（China in

New Era）党的二十大精神校园宣讲活动走进浙江

农林大学。浙江科技学院外国语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兼副院长方小卿、学生宣讲员周晓惠和浙江大学津巴

布韦籍留学生米莱，以全英文的讲述方式向留学生们

介绍党的二十大精神。

党的建设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保障。2022年4

月8日，“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揭牌成立后，

市县党委教育工委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地方党委在

教育领域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体制机制更为健全、更

加顺畅，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新格局正在构建。

育人之基，清廉为要。我省持续全面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和清廉学校建设，以徐徐清风营造培育风清气

正良好教育生态，助力教育公平和质量提升，2022

年，认定省级清廉学校示范校96所、市县级清廉学校

示范校4300余所。

在高校，党建更是成为事业发展的风向标、定盘

星。我省地方高校入围教育部高校党建“双创”培育

单位连续5年全国第一，“三全”育人试点经验在全国

推广。“四个融合”行动在浙江大学、温州医科大学等

13家单位开展试点。高校党建实现与教育事业融

合、与师生需求融合，与属地党建融合、与内部党建工

作体系融合，各方力量汇聚，奋战高教强省战略。

前不久，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的通知》，公布了全国大中

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建设名单。浙江理工大学

获批成为浙江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牵头

高校，也是浙江省唯一一所牵头高校。耕耘思想田

野，破解青春困惑，把信仰的种子播撒进青少年心中，

我省组织编写“之江”系列大中小学一体化思政教材，

思政课一体化格局加快构建。

突进：教育改革蹄疾步稳
按照2022年全省教育系统工作会议部署，这一

年，教育改革蹄疾步稳，不断推进内涵发展。

2022年2月，我省推动省部会商机制走上新台

阶，教育部与省政府签署《关于共同推进浙江教育高

质量发展助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备忘录》，在十大

方面开展26项深度合作，改革浪潮席卷全省。

2022年，全省教育系统扎实推进教育评价改革

国家试点，面向党委政府、学校、教师、学生和用人单

位五大类主体深度改革探索，不再一把尺子量到底、

一套标准评到底；稳步有序推进数字化改革，发布“学

在浙江”2.0服务平台，“浙江双减在线”“浙里问学”访

问量达1.8亿人次、服务学生和家长930万人次，全省

域开展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试点，迭代升级“教育大

脑+智慧学习”体系；全域推进“双减”集成改革，培训

机构有效规范，课后服务全面覆盖；创设“百名科学家

进中小学课堂”课程品牌，邀请知名院士给全省600

余万名中小学生“同上一堂课”；启动“中外合作办学

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浙江大学国际联

合学院（海宁）获批全国首批国际合作教育样板区。

新学期，乐清市北白象镇第七小学学生刘雨欣特

别开心，因为终于可以和妹妹结伴上下学了。刘雨欣

的妈妈说，根据长幼随学政策，两个孩子可以申请同

校就学，现在接送省心了，上班也更安心。据悉，优化

生育政策推行之后，各

地陆续有家长遭遇两个

乃至多个孩子就读不同

学校接送难的现实问

题，浙江创新长幼随学

机制，此举惠及1.2万户

家庭。

2022年5月26日，

我省召开职业教育大

会，提出加快构建具有

浙江特色的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全省联动，

中职教育市域统筹改

革和区域中高职一体

化人才培养改革试点

走上快车道，职业教育

赋能“技能浙江”建设

展现新动能。我省再次

获评国务院予以激励支

持的职业教育改革成效

明显省份。

回顾过往，改革是关键词。以改促建，以改促治，

改革赋予了浙江教育更强大的生命力。

跃升：不断积累强的动能
嘉兴市秀洲区洪合镇印通小学，午后阳光铺满了

绘画长廊。一幅幅“毛衫画”上，看似无用的剪裁边角

料和普通毛线，经过学生们巧妙钩织粘贴，仿佛有了

艺术生命力。蓬勃的毛衫产业让洪合镇吸引了全国

各地的新居民，他们在这里交往交融、发家致富，他们

的子女在这里享受优质均衡的义务教育。

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全面提升教育质量，让学生

“有学上”“上好学”，是从中央到地方紧抓的民生大

事，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压舱石”。

在基础教育领域，2022年，我省持续优化调整中

小学资源和布局，通过实施省政府民生实事，新（改

扩）建公办中小学（幼儿园）265所，新增学位20余万

个；实施学前教育发展第四轮行动计划，普惠性幼儿

园在园幼儿占比达94.3%、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

比达62.8%；深化城乡教育共同体建设，创新建立跨

区域义务教育共同体结对学校516所；高标准完成规

范民办义务教育专项工作；面向山区海岛县教育高质

量发展，启动“县中崛起”行动计划，建立名优教师“戴

帽下达、人走帽留”管理机制。一条条、一招招直击教

育痛点。

从平湖市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后，马剑法买了一辆

小货车，辗转海盐、南湖等地收购葡萄运到上海出

售。他敏锐地捕捉到市场对高品质葡萄的需求，可高

品质的葡萄需要先进的种植技术，在学校里学习的知

识已经远远不够，“作为一个农民，我很想学，但不知

道去哪里学”。在他最迷茫的时候，广陈镇成人文化

技术学校打开了大门。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大背景下，

浙江正着力打造“浙里优学”金名片，建成人人皆学、

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去年起，我

省率先探索普惠性人力资本提升新机制，坚持党委

领导、政府主导、教育牵头、全社会参与，推动平湖市

等6个地区率先开展试点，厘清需求、供给和政策清

单，全省完成学历提升50万人、开展职业培训150万

人次。

高等教育高原之上立高峰，我省23个学科入

选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学科，现有博士学位授予高

校15所、硕士学位授予高校29所。全省75%的两

院院士和72%的鲲鹏计划人才在高校汇聚，高校主

持获得国家科技三大奖占全省的80%，创新人才引

育机制、推进有组织科研的成效日益凸显。学以致

用是根本，面对共同富裕这个时代课题，我省还组

建成立高校助力乡村振兴联盟，校地协同联动建设

服务平台、共建实践基地、创新育人模式、培育人才

队伍，拓展教育、科技、人才势能向乡村振兴动能转

化的通道。

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

之年，是“八八战略”实施20周年，也是新一届省政府

履职起始之年。全省教育系统将坚持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坚守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更加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

和紧迫感，抢抓新机遇、找准新坐标、选好新赛道、实

现新跨越，为中国式现代化教育示范省建设作出更大

的贡献。

打造面向共同富裕的高质量教育体系
——写在2023年全省教育系统工作会议召开之际

德清县洛舍镇中心学校举办“田野运动会”。
（本报通讯员 王 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