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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主城一
路往西北走10公里，从乡间小道
穿过郁郁葱葱的农田，会看到一所
高中——西亭高级中学。在前往学
校的出租车上，司机告诉记者，要
能考上这所学校，孩子稍微努力一
点，“上个一本没有什么问题”。这
所农村高中质朴、井然，四周都是
村庄，但在当地却有着较大的名气
和不错的口碑。

在南通，每次高考一结束，老
百姓就会习惯性地等待捷报。像西
亭中学一样，40所县域高中支撑起
了“全国教育看江苏、江苏教育看
南通”的名声和南通“教育之乡”
的美誉。

多年来，南通始终致力于促进
县中与城区普通高中整体协调发
展，加强政策设计，优化教育治
理，强化市县两级政府保障责任，
优化县中发展社会环境，努力办好
区域内每所县中，推动优质特色发
展，让县县都有不止一所人民满意
的好高中，让学生都能在本地享受
优质特色的高中教育，形成了县域
高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良
好生态。

教育家办学，让专
业的人办专业的事

海安中学、启东中学、如皋中
学、海门中学、如东中学……南通
有着一长串全国知名高中，但在各
地满天飞的所谓“网红”校长却并
不多。

原因何在？2022年，南通市
教育局局长成宾在全市普通高中教
育工作会议上一语道破其中关键：
南通提倡教育家办学，而不是社会
活动家办学。

目前，该市共有普通高中48
所，其中县域高中 40 所，占比
83.33％，绝大部分已办成四星级
高中。江苏认定的四星级高中办学
质量很高，在当地老百姓看来，这
么多的好高中意味着“孩子能有更
多机会上大学、上好大学”，但这
些优质高中的校长在全国各大论坛
上却很少“露脸”。

在成宾看来，县域普通高中的
治理关键在校长，而“校长就是要
以校为家”，要“坐得住”，管好班
子、带好队伍、办好学校；要“抓
得准”，聚焦课程、聚焦课堂、聚
焦课改；要“冲在前”，做全校师
生思想的引领者、人格的引领者和
教学的引领者。

这种“教育家办学”的思想在
南通深入人心，尤其得到了市委、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在行政级别
上，南通的大多数县中校长是正处
级，与县委书记同级别，均为“市

管干部”，由市委组织部任命。
但在校长具体人员的选任上，

南通一直遴选教育系统精通业务、
擅长管理、群众认可的同志担任校
长和书记。

这与当地各级党委和政府对
教育的深刻认识分不开——专业
的人办专业的事。历任市委、市
政府主要领导都曾说过，南通是
教育之乡，具有崇文重教的优良
传统，张謇“父教育而母实业”
的理念，一直是南通地方发展的
力量源泉。

折射到县域高中的办学上，各
级党委和政府均致力于办“真正
的学校”，全力支持“教育家们”
办好学校。根据统计，南通各所
县域普通高中财政投入持续增
加，近 3 年每年增长超过 15％，
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达到
35333元。

每年，南通市委书记、市长都
会专门安排时间与高中校长代表座
谈。如皋市委书记何益军多次到高
中调研，统筹协调支持学校发展，
慰问师生，该市白蒲高级中学所在

的白蒲镇政府为学校配发130万元
的教育高质量发展奖。海安市政府
近3年投入3300万元给曲塘高级
中学修建体育馆等设施，市长谭真
跟校长明确说：“花钱的地方政府
来解决。你们做校长的，轻装上
阵，抓教学！”

“在南通，各级领导对教育的
认识已经到了相当高的高度，尤
其是对县域普通高中的治理。”对
于这样的现象，南通市教育局副
局长朱全中说，各级党委和政府
深刻认识到，抓县域高中的治理
有着不一般的政治意义，指向的
是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说，县域经
济的发展源头在乡村，“乡村教育
塌陷往往意味着乡村经济的凋
敝，而乡村的学校办好了，周围
就会繁华”。

严把学生“出入
关”，杜绝掐尖招生

南通的校长们出去对外交流，
谈经验之余总会透露出一个让听众
惊叹的细节：从20世纪80年代开
始，南通市就坚持各县中在县域范
围内招生，严禁跨区域招生，严禁
市区优质高中到县（市、区）掐尖
招生。

属地招生是南通确保县域高中
质量的第一招。在朱全中看来，

“这一政策是南通区域县中保持竞
争力的核心之一，是南通推动县域
普通高中发展的基础”。

朱全中介绍，南通在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严格按区域招生，不得跨
区域选拔招生，为高中学段“保
苗”，同时严把县中学生“出入
关”，严格审查非正常转学，并将
监管延伸至义务教育阶段，构建起

“属地招生”的制度保障。
南通东抵黄海、南濒长江，

与上海、苏州灯火相邀，经济活
力迸发、人口流动频繁。但记者
在采访中发现，长期以来均衡发
展的理念，让各县 （市、区） 连
带初中和小学的生源都基本保持
稳定。南通人上学很少有从农村
往城里跑的习惯，很多乡镇学校
一样热热闹闹。

抓住了生源，南通的县域普
通高中治理还有与之对应的第二
招——保障教师队伍。“教师是县
中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
源’。”朱全中介绍，在长期的教育
探索和实践中，南通严格规范教师
的跨区域流动，以引导各地各校专
注于自身队伍建设，各县中形成了
一支“师风正、教学好、留得住”
的教师队伍。

（下转第三版）

办人民满意的好高中
——江苏南通推进县域普通高中高质量发展记（上）

本报记者 张圣华 缪志聪

重大典型报道教改先锋教改先锋教改先锋
近日，广东省2023届高校毕业生“百

日冲刺”行动暨就业促进周举行。广东是高
校毕业生就业大省，广东省教育厅早谋划、
早部署、早发力，通过保供给、强引导、重
帮扶、优服务综合施策，用实干担当服务毕
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在高质量推进主题教育过程中，广东省
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党组坚持把理论学
习、调查研究、检视整改一体推进，着力抓
好机关、指导高校、引领行业，在学做结合
中高质量推进主题教育，以教育强省建设支
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

高站位高起点谋划部署

如何科学谋划部署，对全省教育系统开
展主题教育进行前瞻性谋划、系统性设计、
整体性实施？广东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
党组统一成立由主要领导任组长的主题教育
领导小组，下设联合办公室，研究制定委、
厅机关和省属高校两个整体方案，配套理论
学习、调查研究、检视整改三个专项方案，
形成“两主三辅、上下联动”的工作布局。

广东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党组
书记、厅长朱孔军表示，广东将本科院校纳
入省委统筹指导，将党组织关系隶属于教育
工委的公办高职院校和民办高校纳入省委教
育工委指导。

如何学深悟透？广东省委教育工委、省
教育厅领导抓好集中学习研讨，认真读原
著、悟原理，谈体会、促发展；指导高校坚
持集中研讨和个人自学相结合，以专题党课
等形式扎实开展理论学习。

针对主题教育推进过程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广东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
厅党组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及时召开工作座
谈会，听取各巡回指导组的意见和建议，
剖析存在的问题，动态优化运行机制、管
理监督等五项措施，有力有序铺开各项任
务。

大起底大排查见行见效

广东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要领导
主抓政治要件督办、海洋人才培养等热点课
题；其他领导结合工作分工，聚焦教育公
平、教育民生实事，分9个方面领办相关专
题……

“领导带头领题，将调查研究工作作为
全力推进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的突破口。”朱孔军说，广东省委教育
工委制定全省教育系统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实施方案，引领带动高校领导班子
成员深入开展调研，进行“问题大起底、难题大排查”活动；指导全省教育系
统解决一批重点难点问题，加快推进立德树人铸魂、基础教育提质等六大工
程，用人民群众的满意度来检验主题教育效果。

扑下身子开展调查研究，开展“靶向治疗”，是深圳大学主题教育的重
点。学校党委做调查研究的“领头雁”，各自牵头一项调研课题、整理一份
领导班子问题清单等。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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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功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金浩田）
近日，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旅文
厅、海南省乡村振兴局、共青团海南
省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2023年
暑期文体活动进校园的通知》。根据
《通知》，海南将开展2023年暑期文
体活动进校园工作，全省各市县、学
校要结合学校实际和地方特色，安排
好暑假文体活动进校园的内容、范围
和开放时间，制定本市县（学校）实
施方案，做好宣传动员工作，为学生
营造安全健康和快乐向上的暑期生
活。

《通知》要求，各市县乡镇农村中

小学体育场所（含运动场、操场、各类
球场等）要应开尽开，每天9：00—
19：00向本地学生免费开放使用，
吸引学生返校开展安全的体育活动；
各市县乡镇农村中小学游泳池要应开
尽开，星期一至星期六 15：00—
19：00向本地学生免费开放使用。
鼓励城区学校参照实施。

根据《通知》，今年暑假期间，
由海南省旅文厅牵头策划的“体育振
兴乡村”进校园活动和“奔跑吧·少
年”儿童青少年主题健身系列活动，
将在屯昌、五指山、白沙、琼中、保
亭等市县统一开展。

海南推动暑期文体活动进校园
农村中小学体育场所向本地学生免费开放

本报讯（记者 蒋亦丰）日前，
浙江省印发青少年学生“爱阅读”读
书行动方案，提出通过3到 5年时
间，全面提升“书香校园”建设水
平，打造“处处有空间、校校有特
色、时时能阅读、人人有成长”的阅
读环境。

浙江要求，各地打造泛在化的校
园书香场景，重视非正式学习空间的
利用，根据实际创设开放书吧等新型
阅读空间，建设“书在手边”的图书
馆式学校。丰富图书配备，向各级

“书香校园”倾斜，给学校更多的购

书自主权，把师生借阅率作为图书配
置更新和“书香校园”建设评价的核
心指标。

浙江省教育厅将会同有关部门每
年举办“爱阅读”——浙江省中小学生
读书节，在高校举办“百校百馆共读好
书”“书香激扬青春”等系列活动。

据悉，浙江将每年发布青少年学
生阅读状况蓝皮书，开展科学规范的
学生阅读质量监测与分析，并计划每
年遴选200所“书香校园”、200个

“书香班级”、200名学生标兵和200
名指导教师。

浙江每年将遴选200所“书香校园”
师生借阅率作为建设评价核心指标

江苏省曲塘高级中学开展多种形式的集体减压活动，帮助学生缓解紧张情绪。 学校供图

高中阶段教育是国家教育体
系的中坚环节，对于每个人的发展
和国家人才培养至关重要。但与
高质量教育发展的要求相比，县域
普通高中发展存在政策短板、资金
短板、资源短板和人才短板等现实
问题。江苏南通瞄准县域普通高
中发展的痛点持续发力，为县域普
通高中治理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探
索路径和可借鉴的现实样本。

建设高质量的县域普通高中，
无论是生源流动、教师发展还是区
域整体性布局等政策都需要综合
统筹，以破解跨区域招生、师资跨
区域流动等难题。南通几十年如
一日，将发展高质量县域高中作为
全市党委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共同
目标，系统性推动县中优质特色发
展，进而赢得当地老百姓的充分认
可和广泛支持，成功塑造了县域高
中“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良好生
态。

乡镇普通高中高质量发展是
优化县域教育体系并以此优化城
乡教育共治体系的必然要求。南

通的做法恰恰重在建设一批“镇
中”，大力推动乡镇高中立足实际、
精准定位，错位竞争、共同发展，在
全市构建起“高品质高中、特色高
中、综合高中”共存的办学格局，

“镇中崛起”成为南通为人称道的
可贵景象。

面对“要分数还是要素质”的
两难境地，县域普通高中治理必须
注重价值引领、改革赋能。南通多
年来从未回避这一难题，始终聚焦
育人方式变革，持续推动“立学课
堂”改革，实现了高中育人体系的
创新，为普通县域高中未来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寻求更高质量的发展，既对学
生当下负责，也对学生的未来负
责，更为学生的终身发展而奠基；
不仅促进学生的发展，还注重促进
教师的发展，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而奠基；不仅为师生的共同发展负
责，还为乡村教育保留“薪火”，为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负责。这正是
我们挖掘南通县域普通高中治理
经验的意义所在。

为县域普通高中治理探索有效路径
本报评论员

江苏省白蒲高级中学学科组教师在备课。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