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实“双减”政策

重塑教育生态，创新教育治理
羊城晚报：从学前教育、义

务教育到普通高中，近年来广东
基础教育发生了不少变化，都取
得了哪些较大的成效？

李璧亮：“十三五”以来，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基础教育，
切实将基础教育作为决胜高水
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领
域，紧紧围绕促进公平、提高质
量这一主题，不断扩大基础教育
优质资源，2016 年，广东省成为
全国第六个实现义务教育发展
基本均衡县全覆盖的省份，2017
年实现教育强县（市 、区）全覆
盖；2018 年实现教育强镇、强县
（市、区）、强市全覆盖，教育“创
强”完美收官；2019 年实现推进
教育现代化先进县（市、区）全覆
盖，努力实现从“有学上”向“上
好学”迈进，人民群众对教育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明显提升。

学前教育方面，普及普惠有
新成效。近三年连续落实省政
府关于增加学前教育公办学位
供给的民生实事，学前教育三年

毛入园率、在园幼儿数连续多年
居全国前列，公办幼儿园在园幼
儿 占 比 达 51.58% ，普 惠 率 达
86.7%。

义务教育方面，均衡发展取
得新进展。在实现义务教育发
展基本均衡县全覆盖基础上，持
续改善学校办学条件，全面消除
超大班额，大班额总数控制在
1%以下，控辍保学台账实现动
态清零，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
读比例达 87.5%，九年义务教育
巩固率达96.11%。

普通高中方面，优质特色实
现新突破。实施高中阶段教育
普及攻坚计划，改造提升 127所
薄弱普通高中，大班额占比下降
至 2.13%，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
率达95%以上。

特殊教育方面，公平融合迈
上新台阶。坚持“全覆盖”“零拒
绝”的原则，落实“一人一案”分
类教育安置，2021年残疾儿童入
学安置率达99%以上，残疾儿童
入学权利得到保障。

此外，资助保障达到新高
度。完善各教育阶段学生资助
制度，各级财政共投入 344.3 亿
元，资助各级各类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1630万人次。

羊城晚报：这些年广东教育
的财政投入如何保障？

李璧亮：这些年教育财政投
入是不断加大的。广东教育经
费投入连续27年居全国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第一，2017年以来
连续 5年全面落实“两个只增不
减”要求（确保一般公共预算教
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确保按在
校生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
教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省级
基础教育专项资金分配重点向
粤东西北地区倾斜。“十三五”期
间教育经费总投入从 2015 年的
3047 亿 元 提 高 至 2020 年 的
5387 亿元、年均增长 14.75%。
2021 年全省地方教育总投入达
6018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教
育经费 3793 亿元，分别是 2012
年的2.6倍和2.7倍。

●“十三五”期间，全省新增义务教育公办学位
223.4万个，新增公办中小学校623所。“十四五”期

间全省计划新增义务教育公办学位375万个，努力保
障充足的学位供给。实施《广东省消除义务教育学校大
班额专项规划》，全面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基本消
除56人以上大班额。

●着力解决“乡村弱”问题。制定出台《关于全面加
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实施意
见》，省财政投入 22亿元、地方财政投入 34亿元资

金用于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累计完成 1837所农村寄

宿制学校改造达标建设，新增寄宿学位 398042个，

减少教学点570个。丰富数字教育资源和服务供给，
统筹推进建设欠发达地区 17个互联网环境下基础教育
教学改革实验区，持续推进“三个课堂”应用推广和通过
集团化办学、送课下乡、对口帮扶等支持农村教育教学
质量提升。

●学前教育：2020年实现学前教育“5080”普惠目标

●义务教育：2021 年，全省新增义务教育学校 83
所，新增义务教育学位41万个。全省累计投入农村寄

宿制学校建设资金近56亿元，累计完成改造达标建设

学校总数为 1837 所，累计完成改造达标寄宿学位

132万个。累计新增寄宿制学位398042个。全省

通过优化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累计减少教学点570个。

●普通高中：普通高中招生规模逐年扩大，2019—
2021 年招生人数分别为 63.94万人、67.18万人、

70.52 万人。2021 年，全省普通高中学校增加

41所，新增6.07万个公办学位，56人以上大

班 额 从 2017 年 的 10.71% 下 降 至

0.75%，毛入学率达到97.71%。

羊城晚报：积极探索广东基础
教育高质量发展有哪些新路径？

李璧亮：推进基础教育高质
量发展，既是教育要素、资源力
量、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更是
体制变革、机制创新的蜕变过
程。就其路径而言，广东基础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主要包
括以下五体系一机制：一是健全
基础教育党的组织领导体系；二
是健全基础教育体制机制；三是
健全基础教育投入保障体系；四
是基础教育队伍建设体系；五是
健全基础教育教研体系；六是创
新教育考试评价体系。

羊城晚报：接下来广东基础教
育高质量发展将会有哪些新举措？

李璧亮：一要深入推进“双
减”工作落到实处。包括大力推

动课后服务升级；深入推进校外
培训机构治理；积极构建家校社
协同育人机制。

二要全面贯彻落实《广东省
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行动
方案》。包括增加公办优质学位
供给；建立全口径、全方位、融入
式结对帮扶机制；建立基础教育
高质量发展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将考核评价结果纳入市县级政
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作为市县
政府及有关领导班子和干部考
核、奖惩的重要依据。

三要全链条推进基础教育
综合改革。包括积极推动学前
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推
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
普通高中特色多样化发展以及
推动特殊教育公平融合发展。

羊城晚报：“十四五”期间，
广东将构建高质量基础教育体
系。如何理解“高质量”这个关
键词？

李璧亮：“十四五”期间，广
东省基础教育的工作重点是优
化资源配置，深化基础教育教
学改革，扩大公办优质学位，改
善学校办学条件，促进基础教
育公平，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和
育人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构建高质量基础教育体
系。“高质量”是个发展的概念，
可从五个维度衡量：

一是教育的规模和普及情
况。义务教育在实现全面普及
的基础上，向学前教育和普通
高中两侧延伸，从学前到高中
实现全面普及，并将控辍保学
工作纳入其中。

二是办学基本条件和保障
水平。通过实行学前教育扩容
提质，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
设，薄弱普通高中办学条件改善
等措施，进一步补短板、强弱项，
各级各类教育办学条件有大幅
改善，教育发展面貌焕然一新。

三是教育公平和发展均衡
程度。基础教育是非竞争性
的，更多谈的是公平和均衡，要
建好老百姓家门口的学校和幼
儿园，保证每一个孩子公平受
教育的权利；要深入推进学前
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
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覆盖

率；要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向
优质均衡高位发展。要保障随
迁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要加强
特殊教育内涵建设，推进特殊
教育公平融合发展，加强专门
教育工作，持续改善乡村教师
队伍整体素质结构。

四是办学质量和水平。要
坚持立德树人，培养“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要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完
善学校课程管理，推动学校体
育、美育改革，开展特色劳动教
育。确保“新高考”平稳落地，
深入推进中考改革。要推进综
合素质评价工作，建设覆盖从
小学至高中各学段的中小学生
综合素质素养评价系统。要建
立义务教育质量监测制度，并
积极开展监测结果应用。

五是治理水平和社会满意
度。要深化教育治理体系改
革，推进基础教育领域“放管
服”改革，切实落实学校办学自
主权，激发学校办学活力。要
强力推进“双减”，上下联动、家
校协同，整顿治理社会培训机
构，有效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和
家长的经济负担。要加强招生
入学管理，深入开展普通高中
违规招生行为治理。要加强教
育督导体制机制建设，健全督
政、督学、评估监测“三位一体”
的教育督导体系，深化教育督
导结果的运用，推动教育督导

“长牙齿”。

羊城晚报：“双减”是“十四
五”开局之年的教育改革突破
口，也是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重要民
生工程。“双减”政策实施一年
多了，广东的教育生态发生了
哪些变化？

李璧亮：实施“双减”政策
后，广东教育生态得到重塑，创
新了教育治理。作业总量和时
长得到有效调控，课后服务已
达到“两个全覆盖”，课后服务
时间均达到“5+2”，校外培训
机构大幅压减；全面加强了考
试、睡眠、手机、读物、体质、网
络等方面管理。学校教育主阵
地作用得到强化，基础教育生
态明显改善，人民群众校外培
训负担重、学生的学业焦虑感
等急难愁盼问题有效缓解，学
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良好氛
围更加浓厚。

一是聚焦课堂主阵地，实
现有质量的“减负”。落实“双
减”，最重要的是夯实学校教育
主渠道主阵地，增强校内供给
的竞争力和创造力，把学生吸
引在校园、吸引在课堂。

二是聚焦校内课后服务，实
现有托底的“减负”。广东省积
极构建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学
校主体、社会参与的课后服务工
作模式，建立了公益普惠、政府
与家长合理分担的成本机制，全
面落实课后服务“双覆盖”。

三是聚焦校外培训治理，

实现回归育人的“减负”。去年
实施“双减”政策后，省教育厅
加强培训机构集中治理工作，
开展了多次全省规模校外培训
机构专项清理整顿行动，做好
分类鉴定工作，校外培训机构
规范办学水平显著提高，学生
过重校外培训负担有效减轻，
广东省校外培训治理年度任务
如期完成。

四是聚焦家校社协同，实
现多方位的“减负”。“双减”不
仅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校
内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更是教育理念、教育观念的大
变革。“双减”后，学生家长责任
意识和素质教育意识明显提
升，教育观和成才观逐步改善，
形成了全社会、各领域共同支
持“双减”政策的良好舆论氛围
和社会环境。

羊城晚报：接下来将如何
进一步夯实“双减”成效？

李璧亮：我们将着重在强
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重塑
基础教育良好生态方面下功
夫，加强政策制度设计、全面深
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持续推
进义务教育均衡优质发展、进
一步规范治理校外培训机构、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
境，推动“双减”工作继续往深
里走、往实里走、往高里走，扎
实推进学校减负提质工作上水
平，切切实实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

羊城晚报：当前广东基础教
育有着怎样的特点？

李璧亮：广东的基础教育体
量大、战线长、投入多、不平衡。
近年来，通过“改薄”“创强”“推
现”一系列行动和举措，实现县
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全覆盖，这
是较大的进步。但公办学位供
需矛盾比较突出、教师队伍现状
与要求有差距，这些基础教育发
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依然突
出。特别是粤东粤西粤北地区
在基本办学条件、师资队伍水
平、教育教学质量等方面，与珠
三角地区存在明显差距，珠三角
地区与粤东粤西粤北中心区域
的公办学位供给仍然满足不了
人民群众入学需求。

羊城晚报：公办学位供给是
老百姓的迫切需求，如何满足？

李璧亮：广东是经济大省、

人口大省。随着新型城镇化加
快推进，二孩和三孩生育政策出
台，人民群众期盼更加优质的公
办学位。2020 年全省公办园学
位（含 37.78 万个购买学位）占比
虽达51.58%，但仍然满足不了日
趋增长的入公办园需求。“十四
五”期间需新增公办学位 261万
个，其中珠三角需新增 195 万
个，占比达75%。

保障基础教育公办学位供
给是广东省尤其是珠三角地区
重点发力方向，“十四五”期间全
省计划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位
438万个，任务已分解到21个地
级以上市，学位建设任务数是约
束性指标。

增加优质公办学位是高质
量基础教育体系的发力点。到
2025 年将新增基础教育公办学
位 438 万个，其中幼儿园 33 万
个、义务教育 375 万个、普通高
中 30 万个。到 2035 年，公办优

质学位大幅增加，学校
布局科学合理，有

效解决“城镇挤”问题，中小学幼
儿园办学水平明显提升，满足人
民群众“上好学”需求。

羊城晚报：当前教师队伍现
状与要求仍有差距，如何加强教
师队伍建设？

李璧亮：教师是教育工作的
中坚力量，没有高水平的教师，
就很难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目
前广东省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现
状与基础教育事业发展对教师
的要求之间的差距仍然较大，各
学段生师比均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亟需补短板、缩差距。

相比 2020 年，2021 年广东
新增基础教育教师6.36万名、教
研员 1744 名，教师队伍整体水
平不断提升。“十四五”期间，全
省计划新增的中小学教职工编
制可保障公办学位约370万个，
每年投入 5 亿元实施“强师工
程”，投入 11.7 亿元实施教师教
育振兴行动计划。深入实施乡
村教师支持计划，补充乡村教师
近 6 万名。同时推进实施中小
学“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每批
培养 500 名骨干教师。推进实
施“三区”教师全员轮训，推进
省、市、县、校、工作室“五位一
体”教师专业发展体系建设，每
三年一遴选，每次遴选工作室

主持人近500名，辐射带动
教师发展。深入推进中

小学“县管校聘”改
革，推动优秀教师

向基层流动。

扩容提质均衡 推进从学前到普高各阶段优质均衡多元化发展

补齐两大短板 增加公办学位供给，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璇

深化改革

五大维度衡量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新路径新举措

五大体系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数说

2021 年 全
省一般公共
预算教育经
费初步统计

比上年增长7.56%

全省基础教
育一般公共
预算教育经
费

比上年增长7.49%

（注：以上数据按照
隶属关系统计，不包
含中央直属院校）

学前教育238.58亿元
增长15.68%

义务教育2042.87亿元
增长4.92%

普通高中448.65亿元
增长15.63%

3758.06
亿元 2751.99

亿元

全省建成1所以上规范化公办乡镇中心幼儿园的乡
镇比例达99.92%，建成规范化村级幼儿园的行政村

比例达97.80%。

2021年全省
新增公办学位

2021年全省
新增公办和普惠性民办学位

28.84万个 42.51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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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愉园小学学生精神饱满上开学第一课 资料图片

基础教育是现代国民教
育的根基，关乎每一个人的一生，

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关乎国计民生
的未来。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是

落实立德树人任务，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不懈
追求。

近年来，广东省以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为工作
重点，聚焦人民群众所急所需所盼，不断完善政策
保障体系，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努力满
足人民群众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美好期盼，着
力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回望近十年，广东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
展有哪些重大举措？取得了怎样的成效？推
进广东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还有哪些新
路径和新举措？近日，羊城晚报记

者专访了广东省教育厅副厅
长李璧亮。

羊城晚报专访广东省教育厅羊城晚报专访广东省教育厅
副厅长李璧亮副厅长李璧亮————

五大体系推进五大体系推进
广东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校第一小学部第一届话剧节快乐上演 羊城晚报记者 梁喻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