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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实观照：湖南教育梦的探索

六年多来，湖南加强了建设教育强省的顶层设计，出台
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进展。

1、形成合力推进的工作格局
从 2007 年开始，我省成立了省长任组长的建设教育强

省领导小组，努力形成全省各级党政重视、部门配合、社会
支持、上下协调、合力推进教育强省建设的工作格局。 建立
了每位省委常委联系一所高校的制度。全省各级党委、政府
也都建立了相关制度和工作机制。 同时，省教育厅、省教育
科学研究院积极推动教育行政与科研协同创新。近年来，省
教育科学研究院增设了教育人力资源研究所、 教育督导与
评价研究所，经国家人社部批准成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省教育厅设置了省教育厅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室， 并挂靠省
教育科学研究院，2011 年牵头成立了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
工作者协会。

2、出台实施各项政策措施
我省先后出台和实施了推进建设教育强省的有关教育

投入保障、教师管理、教师教育、校企联合、学校建设、教育
收费、教育改革、教育民生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155 项，其中
各市州出台有关教育强市建设的相关政策措施累计 110 余
项。 出台省本级财政预算每年比上年增长 20%的政策，
2012 年全省教育经费总投入达到 1007.86 亿元，比 2007 年
增加 588.22 亿元，增长 140.17%，年均增幅达到 23.36%。 其
中，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比 2007 年增长 128.13%。

3、重点落实六大专项规划
针对建设教育强省的六项战略重点， 同步制定了六大

专项规划， 以及职业院校专业教师素质提高规划等专项规
划的子规划。一是以合格学校建设为抓手，推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 在全国率先提出合格即均衡的发展思路， 规划到
2015 年建成 1 万所合格学校， 目前已建成合格学校 6140
所。

二是以公益性、 普惠性为导向， 加快普及学前教育。
2012 年，全省在园幼儿人数达到 176.41 万人，比 2007 年增
加 88.15%。

三是以基础能力建设为根本， 不断增强职业教育服务
能力。 2007 年以来，全省新建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 9
所、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 38 所，分别居全
国第五位和第八位；新立项“国家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
务产业发展能力”项目学校 57 所，国家重点支持高职专业

110 个，居全国第二位。

四是以提高质量和创新能力为核心， 大力提升高等教
育办学水平。 2007� -2012 年，我省高校研究生先后获得全
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23 篇，居全国第 6 位。 全省共有 18 个
学科进入 ESI 全球排名前 1%，居中部第二位；全省高校共
获得通用项目国家级科技奖励 75 项，居全国第 7 位。 中南
大学学生刘路攻克世界数学难题， 在国际数学界引起了较
大反响。

五是以农村师资队伍建设为重点， 提高教师队伍整体
素质。 自 2009 年开始统筹实施特岗计划，截至 2012 年，共
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聘特岗教师 16188 人， 有效缓
解了农村教师队伍结构性短缺的矛盾。

六是以基础设施和资源建设为重点， 加快推进教育信
息化。职业教育领域全面推进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为全国实
施“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提供了范本。 刘延东同志在全国
教育信息化工作会议上肯定了我省的经验，教育部《教育信
息化工作简报》2013 年第 2 期专刊介绍了我省推进教育信
息化工作进展情况。

4、稳步推进教育体制改革
2009 年 8 月，我省与教育部共同签署《关于共建长株潭

城市群教育综合改革国家试验区协议》。 近四年来，以城乡
基础教育统筹发展、优化配置职业教育资源、高等学校教育
资源共享等为着力点， 积极探索区域教育一体化发展机制
和模式。 推行了公办学校办学形式多样化、 办学主体多元
化。深入推进了校企合作办学。目前，全省职教集团已达 28
家， 加盟合作单位共 2298 家， 其中省内外规模企业 1357
家，高中职院校 467 所。长沙、株洲、怀化等市着力整合各类
职业教育资源，新建一批职教基地和园区。 2012 年，有 3 所
本科院校开展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和 24 所高职院校开
展单独招生改革试点。

2007-2011 年，我省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10.61%，
高于同期全国 9.69%的平均水平。 与 2001-2006年比较，教育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 5.81个百分点。

三、未来展望：湖南教育梦的实现
按照湖南教育强省规划纲要确立的“一进入、四基本”的

战略目标（到 2020 年，教育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进入全国先
进行列，基本形成完备的现代教育体系和教育发展支撑体系、
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建成教育强省、基本建成学习型社
会和人力资源强省），区域教育现代化成为湖南教育梦的宏伟
目标之一。 我认为，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湖南教育强省梦的
实现必须牢牢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1、加强统筹协调
教育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地位，公益性和普惠性特

性，决定了教育的发展必须由政府承担起主要责任，而加强统
筹协调是政府推动教育发展最重要的调控手段和方式。 一是
加强区域统筹。 由于历史原因，各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区域教
育发展不平衡问题，湖南更加突出，长株潭和大湘西地区各类
教育发展水平差距悬殊。 只有通过省级政府强有力的手段，从
政策、资金、项目、师资等方面进行统筹，教育强省梦才有可能
实现。二是加强城乡统筹。农村教育发展薄弱仍是当前乃至今
后一段时期教育发展的短板和瓶颈， 但无论城镇化还是教育
现代化都离不开农村教育的发展。 三是加强教育与经济社会
发展的统筹。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一直不同程
度地存在与经济社会脱节的现象， 毕业生就业难等问题屡屡
导致教育饱受各方诟病，虽然有失偏颇，但也倒逼我们深入思
考如何“转方式、调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等问题。
四是加强教育系统内部的统筹。 过去几年来，由于认识或政策
的偏差， 教育系统内部各级各类教育及学校之间发展存在不
平衡，比如各类重点学校的产生，幼儿教育、职业教育存在较
多的历史欠账等，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加强统筹协调。

2、突出改革创新
改革是当前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 创新是事业发展的不

竭动力，教育领域更是如此。 未来一段时期，是我省教育发展
的重要机遇期和关键期， 迫切需要加快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
环节的改革， 努力走出一条具有湖南特色的教育改革发展之
路。 当前的几个重点，一是要建立扶持贫困落后地区的财政转
移支付制度和以省为主统筹义务教育经费的管理体制， 实现
义务教育经费管理重心上移； 二是要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
放权为重点，形成政事分开、权责明确、统筹协调、规范有序的
教育管理体制；三是要更新人才培养观念，有序推进课程与教
学、考试招生制度以及质量评价制度改革。

3、推进开放合作
从历史条件、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等方面来看，我国教育资

源分布存在相当大的区域差异，教育资源流动的省际壁垒加剧了
教育资源的不平衡，缺乏必要的合作与协调，各自为战，学科、专
业结构雷同，造成结构性失业和“教育过度”的假象。因而，国家教
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探索省际教育协作改革试点,建立跨地区
教育协作机制”。近几年，尽管中央采取了一些宏观调控政策和措
施，如“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
协作计划”等，但作用仍然有限。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开放合
作，实现互利共赢。一是确定区域教育合作目标。各省特别是教育
行政部门的负责同志， 要强化加强省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共识，
明确省际教育合作的战略目标。 二是建立合作机制。 在充分协商
的基础上，本着资源互补、利益共享、成本共担、共同发展的原则，
签署省际合作协议，建立年度会议和定期、不定期磋商和沟通机
制。三是完善协调体系。建立公共政策研究协调中心，制定具体的
教育合作交流计划、各省劳动力需求信息追踪计划、大学科研合
作计划、人力资源联合培训计划等多层次、立体化，涵盖省际政府
之间、学校之间、学科之间的教育合作协调体系。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相信，只要有心、有
情、有意，湖南的教育梦一定能够在自身建设与区域合作中得
以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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