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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教育 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教育改革发展综述
通讯员 阳锡叶 本报记者 余娅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教育走过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历程，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变革，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成
就。 我们基本解决了“有学上”的问题，步入了“上好学”阶段，实现了从人口大省到教育大省的历史性转变。

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近年来，我省学前教育蓬勃发展，义务教育跨越了“全面普及”和“基本均
衡”两大关口；高中阶段教育步入全面普及、协调发展的新阶段；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迈入“大众教
育”；职业教育“星火燎原”，民办教育从无到有、从弱到强。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2.7 万

所，在校学生 1317.8 万人，在职教职工 90.19 万人，教育总规模位居全国第 7 位。
这是湖南教育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这是朝教育现代化、迈向教育强省的“湖南路径”。

始终坚持
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9 月 9 日湘潭大学、10 月 22 日湖南师范大
学、11 月 12 日长沙理工大学、11 月 14 日湖南农
业大学、11 月 15 日湖南中医药大学、11 月 19 日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今年下半年两个多月的时
间，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密集调研 6 所高校，引发
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和社会热议。

有观察者认为，省领导密集调研教育工作，不
仅反映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教情结， 更释放了
一个中部教育大省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推进教育现代化、建
设科教强省的强烈信号。

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教育在湖南人
的心中，历来占据着无可比拟的位置。 早在 1978
年 6月，湖南就召开了全省教育战线先进单位、先
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大力提升教师地位。1993年 5
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不久，湖南省
委、省政府就在邵东县和长沙县召开贯彻实施《中
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暨义务教育工作会议，明
确提出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

进入 21世纪，湖南将教育发展摆在了更为重
要的位置。 2007 年，湖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把教育
作为增强我省经济核心竞争力和发展后劲的重要
基础与关键环节，响亮地提出了建设“教育强省”
的战略目标。

2016 年， 湖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提出，
大力推动湖南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实现从人才大
省向科教强省转变， 再次响亮地提出了“科教强
省”的战略目标。

一组数据可以看出湖南的重教力度： 全省教
育事业经费五年间增长了 40.6%，2017 年达到
1516.57亿元。全省义务教育完全小学以上学校全
部建成合格学校，教育信息化“三通两平台”基本
覆盖全省，2018 年，湖南获批全国首个“国家教育
信息化 2.0试点省”。

省委、省政府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带动了各地
党委、政府的高度重教。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涌
现了一批重教书记、重教市长、重教县长，许多地
区把教育工作纳入“一把手”工程。

“这样的力度在怀化历史上前所未有”，近日，
怀化市出台了《关于加快县乡村教育均衡优质发
展助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若干意见》，从乡村教
师关爱工程、城乡学校建设、财政优先投入等方面
推动教育发展，翻开武陵山区教育的崭新未来。

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红色是湖南的底色。 湘潭大学由一代
伟人毛泽东倡办并亲笔题写校名。近年来，
该校涌现出了首届全国道德模范文花枝、
杨怀保、救火英雄夏形义烈士、服务老人 2
万名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全国
百佳志愿者”邓榕、带着“木偶”爸爸上大学
的“全国孝亲敬老之星”陈君君等一大批道
德典型，被媒体誉为“湘大群模现象”。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这是教育的根本问题。 ”省教育厅党组
书记、厅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蒋昌忠说，
湖南始终坚持党的教育方针， 以高度的政

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以时不我待的奋
斗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德育政策
体系逐步健全，德育内容体系不断丰富，德
育实施体系创新发展， 德育保障体系持续
完善，德育工作成效显著。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先后出台了《关
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
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指导意见》 等一系
列政策文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政策体系，
确保德育工作有章可循。

湖南还探索建立起具有层次性、 系统
性、科学性的德育内容体系，推动中小学生
养成良好政治素质、道德品质、法治意识和
行为习惯， 形成积极健康的人格和心理品
质，促进学生核心素养提升和全面发展。各
地结合实际，发挥本地区资源优势，在德育
内容上做文章， 形成了不同的德育特色与

品牌，比如郴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怀化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岳
阳的“生态文明教育”等。

作为拥有 109 所高校的高教大省，湖
南在推进构建高校“十大育人”体系方面进
行了积极探索， 在全国率先实施大学生思
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典型经验推往全国。

2009年，湖南引入项目建设的理念，并
以此为抓手着力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制度化、特色化与长效化建设，使思
想政治工作有平台、有经费、有声誉。 9 年
来， 全省高校 90%以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人员参与了项目建设， 有力推动了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虚功实做， 思想政治教育的
科学化整体水平大幅提高。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失去了父亲和母亲， 凤凰县落潮井乡

牛堰村 18 岁的苗族女孩龙花以为自己再
也没有机会回到学校， 但生活的艰辛并未
剥夺龙花求学求知的机会。 受惠于一系列
资助政策，龙花回到了学校，回到了追梦的
轨道。

让每一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能上得
起学、读得起书，是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
庄严承诺。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以建档立
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为重点， 不断完善
资助政策体系，大力实施精准资助，使每一
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都及时得到资助。

据统计，2014 年—2018 年， 全省共落
实各类政策性学生资助资金 247 亿元，资
助各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2215 万人次；发
放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30.5亿元， 资助家
庭经济困难大学生近 40万人次。 全省用于
学生资助的资金投入年年增长，其中，财政
性投入年均增长 7%，金融性资金（助学贷
款）投入年均增长 12.5%。

“以人民为中心是教育发展的根本宗旨，
必须始终做到教育事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
惠及全体人民。 ”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副厅
长、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夏智伦介绍说。

“过去我孩子就读的民办幼儿园，一
个月收费 3000 多元， 现在转到北京御园
幼儿园， 一个月保教费加伙食费才 1050
元……”该园鲁冰花班胡家玉小朋友的妈
妈告诉记者。

为破解入园难、入园贵
难题，确保“幼有所育”“幼
有优育”，长沙依法依规
落实小区配套幼儿园
移交政府措施， 移交
后全部办成公办或普
惠性民办幼儿园。

长沙市教育局副局长
缪雅琴介绍,� 目前全市共
有公办幼儿园 473 所，普惠
性民办园 1032所。 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
占园所总数的 80.22%。

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将消除大班
额列入统筹推进县域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
改革发展工作目标，截至 2018 年底，湖南
已累计消除 66 人以上超大班额 1.8 万余
个，全省基本消除超大班额。

与此同时， 湖南持续推进县域内城乡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89 个县市区实现义务

教育基本均衡。
湖南坚持以流入地政府

为主、 以公办中小学为主，切
实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享

受同等受教育权。 2017 年全省
义务教育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在校生 55.19万人。

湖南扩大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
大学比例，2012 年以来，国家专项、地方专
项、 高校专项共计在湘招收农村及贫困生
3万多人。

“创新发展，是改革开放 40 年湖南教育
绕不过去的关键词。 ”蒋昌忠介绍，新世纪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湖南教育继续勇立潮
头、敢为人先，多项重大改革举措领跑全国。

让我们把目光瞄准广大乡村。
湖南乡村教育占比大， 乡村学校师资缺

乏、优秀人才进不来、留不住，一直是乡村教
育之痛。 为此，湖南于 2006 年率先在全国启
动了农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专项计划。

在全国率先恢复免费师范生教育的湖南
第一师范， 目前已为湖南培养免费师范生
9000多人， 为湖南乡村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
人才支撑。

截至 2018 年 10 月， 全省共招收培养各
类农村教师公费定向师范生 6.23 万人， 其中

已毕业 2.27万人。 这些毕业生全部补充到农
村学校任教，深受基层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特
别是广大学生及家长的欢迎。 为解决乡村教
师留不住的问题，2013 年，湖南又在全国率先
实施乡村教师人才津贴制度，对 43 个集中连
片贫困县乡村教师按学校在自然村寨、 村委
会所在地、乡镇政府所在地三个档次，每人每
月发放 700 元、500 元、300 元的人才津贴，并
于 2016 年将这项政策覆盖到所有贫困县。
2015 年起， 为乡村教师落实了每月 200-500
元的乡镇工作补贴，且不抵扣乡村教师津贴。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湖南经验”，得到
了教育部的高度肯定。 2016年，农村教师公费
定向培养工作入选全国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优
秀工作案例。

信息化是推动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 湖南大力推广以华容县为典型

的企业参与县域整体教育信息化建设模式，
探索中西部地区加快推进教育信息化的新
路。 同时，大力推进“农村中小学网络联校”建
设促进教育均衡，以“1+N”或“N+N”的形式，
将优质学校与乡镇中心校、 教学点组成一体
化的网络联合学校群， 目前全省组建中小学
网络联校 1035 所，有效解决了农村学校优质
师资短缺，部分学校开不齐课程等问题。

2018年， 教育部立项批准湖南建设全国
首个“教育信息化 2.0试点省”。

教育优先发展，“一把手”是关键。 一个县
的工作千头万绪，如何让教育在县级党政“一
把手”心中优先？ 湖南通过“两项督导”做到了。

2004 年， 湖南创造性地建立起了县级政
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制度和县级党政主要领
导干部教育实绩督导考核制度（简称为“两项
督导评估考核”制度），保障教育优先发展成
为县委书记、县长工作考核的硬指标，极大地
改善了教育发展环境， 大幅度地增加了教育
经费投入，使教育工作出现了蓬勃发展局面。

千秋功业，惠泽民生！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省委、省政府和全

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以教育公平为第一原
则，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创新发展，最大限度
地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教育权、发展权，其坚守
的原则、奠定的格局、确立的制度、打下的基
础，将成为未来教育发展的基石，成为未来社
会发展的助推器、稳定器。

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是今天，更是明
天。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民有所盼，我有所
为”。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以推进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为抓手，着力破解制约教育发展
的种种矛盾：化解义务教育大班额、加强农
村薄弱学校建设、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推动
教育信息化……随着改革不断深入，人民群
众的幸福感、获得感与日俱增。

从“有学上”迈向“上好学”，从“学有所
教”迈向“学有优教”，让我们跟随湖南教育

改革的步伐，“湘”约教育新时代。

迈向教育强省的“湖南路径”

始终坚持创新发展的基本路径

编 者 的 话

孩子们享受阅读时光

网络联校上课情景

学生表演舞龙

新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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