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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4年开始，达州的孩子去成渝绵读书
现象逐渐增多，到2012年左右，已经形成了一股
风潮。每逢周五，就有诸多家长搭乘动车前往
成都，在周日，最后一趟回达城的动车上，大半
乘客都是去探望孩子的家长。

优质生源外流现象成为达城教育人心中的
痛。如何满足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成
为达州教育人的新课题。2014年，达州市政府
与四川嘉祥实业集团签署《合作办学框架协
议》，引进优质民办教育机构来达城办学。达州
市政府投入4亿元建设基础设施，嘉祥租赁入
驻。2015年，达州获批为全省唯一公共财政扶
持民办教育发展改革试点市后，通过财政奖补、

土地支持、支教扶持、强化教师保障、培训师资
和结对帮扶6个配套办法形成“1+6”政策体系，
探索推进民办教育持续发展的新路子。

近几年，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
需求，达州教育人做了大量工作，积极引进优质
品牌教育资源。在引进四川嘉祥实业集团公司
来达办学之后，达城教育人并未停下脚步，经过
多方努力，2017年，市政府又与神州天立集团签
订了建设达州天立学校投资协议，让今后达城
娃娃读书又多了一个选择。除此之外，部分县
（市、区）也积极与成都外国语学校、湖北黄冈中
学等国内品牌名校洽谈合作，拟引进更多的优
质教育资源。截止目前，全市共有各级各类民

办学校 831所，比 2011年增加 50所；在校生
18.25万人，比2011年增加1.72万人。

引进优质民办中学，留住本地优质生源、教
师，同时吸引优秀毕业生和教学经验丰富老师
来达州从事教育工作，以实现“振兴老区，教育
留人”为目标。同时，构建公、民办竞争合作机
制，规避“挤出效应”或“狼吃羊”现象，达州教育
人正在为此而努力。而这些努力，市民看在眼
中，也作出了积极回应。如本文最初提到的家
长黄琳女士那样，选择将孩子留在达城读书的
家庭已越来越多，这无不彰显着近5年来，达城
的教育不管从质量还是环境，都有了显著的改
善和提升。 （本报记者 杨航）

喜庆党的十九大 回眸达州五年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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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雪梅老师于2003年到通川区四小工
作，接手的第一个班是四年级学生。“我清楚
记得当时那个班有90多人。带这个班到毕业
结束，我有种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像散了架似
的，每天有改不完的作业，有时甚至要拿回家
去批改，那时真的感觉特别累。”夏老师说，为
了让坐在后面的同学听清楚，她每堂课都要
扯起喉咙喊。为此，以前学声乐的夏老师带
完第一个班后，声音也就变成了现在的沙喉
咙。但这一现象，很快得到改善，目前，大班
额得到了有效控制，给夏老师最大的感触就
是现在教书轻松了，且有更多属于自己的业
余时间用于学习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现在
好了，班上的同学比以前少了一半，我们批改
学生作业时间多了，也就更加细心了，有时看
到学生作业做错了，还可以单独为他们辅导，
学生的成绩也大幅提高。”据了解，通川区四
小在改扩建项目正式投入使用后，大班额进
行了分流，原来接近80个人的大班，“瘦身”后
各班学生均不足50人，深受家长好评。

可喜的是，这一切好的转变，得益于达州
市委、市政府及各县（市、区）党委和政府采取
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强力化解大班额。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大投入新
建学校，增加学位。为化解主城区大班额状
况，2013年市政府成立了化解主城区普通中
小学大班额工作领导小组，制发了《实施方
案》（2013-2020年）及《施工进度表》。二是推

进均衡发展，缩小学校差距，破解“择校热”难
题。通过组建“共同发展学区”，采用学校联
盟、集团化办学、对口帮扶、委托管理等方式，
发挥优质学校辐射带动作用，强化优质学校
与薄弱学校长期稳定的“校对校”对口支援关
系，由优质学校带动薄弱学校，达到优质资源
共享。通过组织骨干教师巡回授课、紧缺专
业教师流动教学、优秀教师轮流到薄弱学校
任教，改善教师初次配置方式均衡配置师资
力量。同时，加快学校数字化校园建设推进
优质资源共享。三是加强招生管理。依托全
国中小学学籍管理平台，从招生计划的制定、
招生学位的实施规范招生行为。严格落实义
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主城区义务教育
实行“先登记再划片后入学”的阳光招生办
法，严格将起始年级班额人数控制在标准范
围以内（小学45人、初中55人，高中60人）。
将公办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统招计划50%以
上合理分配到区域内的初中学校。

通过5年努力，我市主城区中小学班额得
到有效控制，小学、初中起始年级班额基本达
到规定标准。通川区、达川区、大竹县已基本
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目标，顺利通过省上
评估验收；宣汉县、渠县、开江县、万源市即将
在今年基本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目标，迎
接通过省上评估验收。我市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工作正在扎实推进。

大班额现象有效化解1

2012年，达川区管村的桂子涵成为管村镇
中心小学一年级新生。他怀着美好的希望来到
学校后，看着漏水的校舍大失所望，而在上课
时，他发现自己的语文老师兼任美术老师，数学
老师也是音乐老师。“当时的环境确实不太好。”
管村镇中心小学老教师程华回忆说，学校老校
舍是1997年建成投入使用的。使用日久后，不
少墙体都开始渗水，常常是补了这边漏了那
边。因为教师紧缺，一个老师上两个人的课很
正常，根本就没有音乐、美术、科学、英语等学科
专职老师教学，总是其它学科老师兼职，一天教
学下来，老师累，学生也烦，教学质量更是上不
去。

对此，我市教育系统非常重视，达川区教科
局领导更是多次到校指导工作、关心学校发展，
为师生解难解忧。现在，管村小学以往条件差
的教学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学校进行了整体
规划维修，增设了很多功能教室，学生们可以到
音乐室充分体验各种乐器，到美术室由美术老
师指导用专业素描纸、专业画笔画画，可以到实
验室操作新奇实验感受物理化学万千变化
……学校网络覆盖、白板投影，丰富的教育资源

层出不穷，老师们教学更有内容更有底气、学生
们学习更有兴趣更有劲头了，以前没有那么多
图书供学生阅览，总是一本书由多名同学排队
等着看，现在有了丰富的图书，图书室、图书架、
图书角三位一体，学生在哪里都有书看，还不用
说微机室和数字阅览室可以提供无穷的畅读空
间。这样的变化，让桂子涵以及他的同学高兴
不已，觉得自己的学习生活和城里的同龄学生
没有啥区别。

达川区管村中心小学教学条件明显改善，
仅是近几年来达州改善教学条件的一个缩影。
自2012年以来，达州市共投入资金5.32亿元，
新建了幼儿园92所，改扩建幼儿园160所，新
建园舍21.07万平方米，利用闲置校舍改建幼
儿园101所，利用富余校舍增设幼儿班1301
个；投入资金9.33亿元，新建及改扩建农村薄
弱学校848所，新建校舍38.12万平方米，改造
运动场11.26万平方米；为420所学校添置了教
学实验仪器设施，购置图书212.48万册，购置
课桌凳3.18万套；为224所学校配备了多媒体
远程教学设备，实现了远程教学班班通；投入
资金 2.70亿元，新建学生食堂 19.23万平方

米，实现了营养改善计划学校由蛋奶模式向食
堂供餐模式的转变，累计为405.32万人次农村
义务教育学生实施营养改善计划；投入资金
3.66亿元，新建寄宿制学校学生宿舍5.88万平
方米，新建教师周转宿舍21.80万平方米6037
套，解决6000余名农村教师住宿难问题；投入
资金4.4亿元，改扩建高中学校9所、校舍8.36
万平方米，改善18所中职学校办学条件、新建
校舍6.80万平方米；投入资金0.26亿元，改扩
建特殊教育学校7所，新建校舍1.82万平方
米，购置教学、康复训练必备设施配置1400
（台/套/件）。达州市特殊教育学校迁建列入
2017年“达州市中心城区十大民生实事”之
一；作为全省500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的西南
职教园区占地约5000亩，已累计完成投资25.5
亿元。园区道路、水、电、气、公交等基础设
施配套项目渐趋完善。9月7日，达职院1500
多人作为第二批搬迁到了新校区，目前，入驻
新校区学生已达3200余人。达州中医学校即将
建成，达州市高级技工学校、达县职业高级中
学正在加快建设，达州教育环境发展日新月
异。

办学条件明显改善2

民办教育长足发展3

达州中学杨柳校区

达川区实验小学杨柳校区

达川区实验小学新生合影

管村镇中心小学音乐室

今秋9月开学季，市民
黄琳女士的孩子该读小学了，经

过全家再次讨论后，他们将本准备送到
成都读书的孩子留在了达州上学，令他们

做出这一决定的，正是达州越来越好的教育
环境。5年间，在达州市委、市政府的关怀
下，在达州教育人的不懈努力下，大班额问
题得到了有效化解，民办教育的发展提升
了整体水平，办学条件明显改善，令城乡
差距进一步缩小……每一天，达州教

育环境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可喜
变化。

通川区一小莲湖学校

达川区三里小学新校区

通川区八小金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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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 达州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