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欠发达地区
职教发展鼓与呼

全国政协委员 许玲:

“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比较突出，最
直接的体现就是经费保障问题落实不到位，各
地生均拨款经费差异显著， 不仅体现在省域之
间，也体现在一个省内不同地区之间。 ” 全国政
协委员、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许玲说。

去年全国两会，许玲提交的《关于职业教育
提升层次，保障生均拨款的建议》提案得到了教
育部的积极回应。 今年，她将进一步呼吁健全职
业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职业
院校统筹层级，经济欠发达地区县级职业学校由
市级政府统筹管理，并在全市层面统筹职业教育
资源。 此外，她还建议，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对
地方政府职业教育生均经费保障情况进行年度
评价，并向全社会公布评价结果。

（上接 01 版）
关键词：校内 课后服务
解决“三点半”难题不得营利

让许多“上班族”家长头疼的“三点
半”难题，湖南也于前几天出台了《关
于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
指导意见》， 规定课后服务时间可从下
课延长至 18 点。

蒋昌忠表示，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
务以学校为主体来开展实施，学校既可
以利用自身资源， 也可以联合公益组
织， 或者引入社会机构。“课后服务不
能变成集体补课，提倡学校围绕帮助学
生培养兴趣爱好、 促进学生综合素质，
确定服务内容及形式。 ”

不过，“三点半”难题要解决，蒋昌
忠认为， 最大的问题来自校园管理。
“老师们需要在课后备课、 研讨、 批改
作业，都来参与课后服务会不会影响正
常教学？ 引入社会机构参与， 谁来买
单？ 这些都是实际过程中会碰到的问
题。 ”蒋昌忠表示，省教育厅目前正在
会同有关部门制定课后服务收费标准，
指导各地建立健全课后服务机制，推动
解决“三点半”难题。 一是建立完善成
本分担机制，采用政府财政补助和学校

支持、 家长合理分担运行成本的做法，
坚持公益导向，不得营利。 二是对于参
与课后服务的教职工要发放合理报酬，
对外聘人员按协议支付报酬。引入社会
机构的，采取购买服务方式。
关键词：化解大班额
今年确保减少 1.4 万个以上大班额

“学校变漂亮了、室外活动场地增
加了、教室变宽了……”经过去年一年
的努力，我省超大班额由 1.9 万个降至
859 个， 超大班额比例由 8.6%降至
0.49%；大班额由 4.7 万个减少至 2.9 万
个，大班额比例由 22.4%降至 17%。 蒋
昌忠表示， 我省计划到 2020 年基本消
除大班额，但由于大班额化解是一个长
期的、动态的过程，存量大班额加上城
镇化、异地学生回流等增量，今明两年
这项工作的开展形势异常严峻。“今年，
我省将确保减少义务教育大班额 1.4
万个以上。 新建改扩建项目达 161 个，
预计新增学位 18.6 万个。 ”

同时， 我省将多渠道补充教师，尽
快对可以核增的市州编制数量给予补
足，对挤占、挪用和截留中小学教职工
编制等问题开展督查。同时妥善做好分
流工作，加强招生管理，规范生源分配。

关键词：职教和“双一流”
今年将开展 1+X 证书改革试点

湖南将如何推进“双一流”建设？蒋
昌忠表示，我省将出台《湖南省“双一
流” 学科建设项目绩效评价办法》，“要
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强调人
才培养的重要性，同时创新能力、服务
贡献和影响力也将成为核心要素。 ”目
前，我省已有四所高校进入教育部“双
一流”建设名单，2020 年教育部将对第
一批开展周期评价，实行动态管理。

湖南是一个人口大省，五年来全省
劳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0.58
年，职业教育功不可没。蒋昌忠认为，接
下来，将尽快研制《湖南省新时代职业
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把产
教融合作为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

同时，开发建设一批与湖南现代产
业发展相适应的专业教学标准、 课程
标准、技能考核标准、职业技能等级标
准， 建立职业院校培养标准公开机制。

“今年还将开展 1+X 证书改革试点工
作，鼓励职业院校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
的同时，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拓展就业创业本领，缓解结构性就
业矛盾。 ”

发展托幼服务，助女性职业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 孙艳玲：

两会期间，来自黑龙江代表团
的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渤海靺鞨绣第四代传
承人孙艳玲带来了一份关于发展
0～16 个月婴幼儿托幼服务， 解决
女性职业发展后顾之忧的建议。

作为一位女性企业家，孙艳玲
感触最深的就是，随着国家二孩政
策的放开，那些原本已经进入职场
的女性又开始慢慢重返家庭。“很
多徒弟刚学会手艺可能就要回去
生孩子。 一生孩子，就要三年时间，
渐渐就会与社会脱轨。 ”

孙艳玲建议：一是政府应将发
展公共托幼服务纳入民办实事工
程。 在设施、资金上加大投入，为家
庭育儿提供更多安全方便的、家庭

负担得起的公共托幼服务。 在社
区、小区规划中，不断完善托幼功
能；在新社区、新小区建设时，同步
建设托幼机构。

二是政府应尽快出台相关的
政策法规，明确教育、人社、民政和
卫生等行政部门在 0～16 个月婴
幼儿托幼工作中的具体职责，有序
引导和规范托幼行业发展。

三是政府应鼓励现有的幼儿
园等服务机构增加延伸服务，开办
0～16 个月托幼服务项目。 对开办
0～16 个月托幼服务项目的服务机
构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及税收等费
用方面的减免支持，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其积极性。

小学每周增加
一节“写字课”

全国政协委员 胡卫：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
职副主委胡卫拟提交《关于扎实提高
小学生写字水平的建议》。

他建议， 一要改革课程设置，每
周增加一节语文课用于写字。二是着
力培养教师， 起点与过程都要抓好。
师范院校在专业课中设置“小学写字
(书法 )”课程，建议大学编制统一写
字教材，配备优质师资，保障学生练
字时间(可作为必修课时 )，同时建立
严格的考核机制，不合格者相关学科
不予“合格”评价。 三是组织全国汉字
书写等级考试，进一步营造写字教育
氛围。

青少儿近视防控迫在眉睫

两会代表委员为教育发展建言献策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教育仍是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话题，从青少儿近视防控到托幼服务，

从校园欺凌到欠发达地区职教发展……代表委员的视线覆盖了教育的各个领域， 为教育改革
发展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议案提案。

全国政协委员 易露茜:

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显示， 我国青少年
儿童近视比例不断攀升。

全国政协委员易露茜建议，加强科普宣传，依
托主流媒体和行政推动广泛开展“全国爱眼日”等
主题宣传活动，大力普及视力健康知识，引导公
众正确认识近视问题的危害性。 加强监测分析，
设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实时运用数据模型
预测近视发生趋势，结合信息技术探索近视发病

机制，探索科学有效的防控模式。 加强家校联动，
学校全面落实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要求，科
学配置与学生身高相适应的课桌椅，适度使用电
子产品教学设备，同时，通过学校强化家庭的监
护责任，配合学校共同促进青少年儿童健康素养
的提高。加强顶层设计，尽快制定出台核定标准和
考核评估标准， 倒逼青少年儿童近视防控工作的
不断完善。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金台律师事
务所主任皮剑龙说，有关校园欺凌有
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他认为，不管
是来自校园内的暴力行为，还是在校
园外的暴力行为，只要对于学生和教
师的人身安全和教学秩序产生了威
胁，都应该定义为校园安全问题。

他建议， 全国人大委托教育部、
公安部、司法部及与校园安全密切相
关的职能部门参与共同起草《校园安
全法》，以求做到法律规范完备、针对
性强，切中要害，真正有效地保护校
园安全和学生权益。

他还建议，《校园安全法》中应规
定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设有专门机构
和人员管理校园安全，并建议赋予学
校保卫部门及工作人员一定的执法
权，相关主管部门因放任不管，或指
导、 监督不力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应
承担行政责任和法律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 皮剑龙:

校园欺凌，
学校保卫要有执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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