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市近 88%的高中生就读于县
域中学”，这是淮安市最新出炉的统
计数据。

县中是基础教育的“龙头”，是人
民群众的重点关切。2023年，淮安市
委、市政府吹响了县中振兴的号角，
推出县中办学质量述职评价、完善教
干教师激励机制、优化教育教学教研
变革、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夯实高中
生源基础等十条改革举措，在全市激
起强烈反响，群众称赞其为“最有良
心的民生工程”。

“项目、枢纽、生态、教育，是省委
书记信长星点题淮安的‘四篇文章’。”
淮安市委书记史志军说，“教育事关千
家万户，淮安就是要通过大胆破冰、乘
势而起，以家长诉求为中心，全力解决
县中振兴基础牢不牢问题，以系统观
念提升教育综合支撑功能，重塑让群
众更有信心的‘学在淮安’品牌。”

“一把手工程”形成“超常规”推动力
着眼实际拒绝“空谈”“虚功”

“今天回想起来，一些场景仍历
历在目。”时隔一年多，淮安教育人对
2023年 10月召开的全市教育高质量
发展大会的印象是“超常规”。

会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出台《关
于推进县中振兴的意见》，聚焦县中教
师不强、教学不强、教研不强等问题短
板，全力攻坚突破。会前，史志军带领
市委常委会全体同志和相关部门负责
人深入相关县（区）高中学校开展解剖
式调研。会上，市委明确将“县中振
兴”作为全市重点重抓的“四件大事”
之一，作为市政府民生实事的“头版头
条”扎实推进。会场里，淮安市教育局
局长陈俊祥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写
下“县中没有振兴，一切都是空话；师
资没有建强，做的就是虚功；制度不敢
突破，教育就没有未来”。

该市各县（区）党委政府把县中
振兴作为“一把手”工程，迅速出台实
施方案，主要领导经常到学校调研，
推动解决县中振兴遇到的难点问题。
围绕县中振兴，“县委常委会”“县委
县政府现场办公会”开进学校在淮安
各县（区）成为常态。

2023年以来，盱眙县委书记孙志
标带着人社、编办、财政等部门相关
负责人先后到县中调研 3次，现场办
公。江苏省郑梁梅高级中学校长周
红常接到涟水县委书记洪然、县长朱
永兴打来的电话：“你在学校吗？我
在校门口，来学校转转。”校长们一度
有了“幸福的烦恼”，一方面感到压力

太大，另一方面领导的重视又解决了
很多以前“想办很久了的事”。用江
苏省淮州中学党委书记李伟伟的话
说：“淮阴区委王建军书记每次都是
针对问题而来，每次来都能解决一些
问题，多好！”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以上率下、高
位推动，效果立竿见影。在关键举措
上，淮安快速强化市域高中全面振兴的
软硬件要素保障。该市教育局中教处
处长王仁桢统计了一组数据：在市级层
面，5年内每年安排不低于 3000万元；
所属 8个县（区）每年分别安排不低于
500万元，市县每年投入的7400万元县
中振兴专项资金70%以上用于人头激
励，让县中师生安心“爬坡过坎”、全力
追梦。比如涟水县每年安排 500万元
用于教师培训，率先设立高中教育发展
基金；盱眙县拿出 447万元设立“奖教
基金”；洪泽区每年投入 500万元用于
高中强化绩效考核……

一面是主要领导的时时叮嘱，一
面是人民群众的殷殷期盼。淮安人
上下齐心，铆着劲抓教育。市委组织
部、宣传部、人才办、编办，市财政、人
社等部门纷纷协力支持教育。市纪
委监委组织开展“县中振兴”专项巡
察，出台监督保障县中振兴八项措
施。2024年全市两会期间，市人大、
市政协的代表和委员们围绕县中振
兴提出建议、提案17件。

淮安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
长、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森
说：“我们要坚决落实好市委、市政府
决策部署，努力把更多的不可能变成
可能。”市县两级教育行政部门开展

“名城名校名校长”对标赶超行动，42
所高中都确定了省内外对标赶超对
象。在淮安市新淮高级中学党委书
记郇琦看来，现在淮安有一种“我为
人人，人人为我”的氛围，从高中校长
到中层干部，从班主任到普通教师，
都相信“相信”的力量，党委政府相信
学校、相信老师，更相信孩子能行，相
信自己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淮安全市“一盘棋”，坚持问题导
向，持续深化教师教学教研改革，小
切口推动“三教”协同精准发力，教学
质量实现快速提升。相关统计数据
显示，县中振兴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10所县中个个开花结果，“零的突破”
不断涌现，“市域高中全面起势，百花
齐放格局基本形成”的阶段性目标已
经达成，家长择校焦虑明显减轻。

“不仅是行政人员，教师、家长都
感受到了氛围变化之大。”北京师范

大学淮安学校政治教研组组长相伟
说，“工作以来，我也是第一次有这种
感受，县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和
重视。”

一位教师感慨地说：“现在县里
开教育大会，基本上都是教师代表坐
在第一排、常委坐在后面。”“群众看
我们的眼神都不一样了，更加愿意把
孩子交给我们。”

强师举措落地见效
县中质量提升破解“生源之困”

采访中，江苏省盱眙中学党委副书
记周志国坦言，学校曾一度面临生源流
失，教师流动性大、宁愿去后勤也不愿上
课的窘境。江苏省涟水中学党委书记
胡恒进也告诉记者，因距离市区更近，该
校曾连续6年未招到新教师，学校度过
了一段难熬的日子。2021—2023年，淮
安市流失高中教师148名。

如今，一切迎来了“分水岭”。
针对县中教师队伍建设，淮安推

出多条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政策。如
试点县中校长聘任制，支持名师名校
长返聘或引进名校长；市、县（区）分
别设立不少于 100人的教师岗位“周
转池”，县中增核不少于 9%的教师编
制；推进县中自主招聘，探索实施县
聘、校聘制度，根据年度考评结果对
评而未聘的县中教师兑资等。近 3
年，盱眙中学招聘了 70多名新教师；
近 4年，淮州中学招聘近 100名新教
师；近两年，郑梁梅高级中学招聘近
130名新教师。

2023年以来，淮安振兴县中的各
项措施首先从“教师”发力。2024年市
政府专项经费用于教师绩效达 81%，
市教育局为近 5000名优秀教师发放

“江淮尊师卡”，教育工会定期组织单
身教师联谊活动，已有 84位青年教师
幸福牵手；各县（区）进一步“加码”，用
真心、优薪留住、培养教师，很多措施
令教师们觉得“以前想都不敢想”。

（下转第2版）

近年来，淮安市委将“县中振兴”列为“四篇文章”之一，全面加强县中领导班子建设，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严格限
制跨区“掐尖”，教师优教优酬，为县域高中“留下好苗子”“留住好教师”——

县中振兴的淮安探索
■本报记者 赵建春 缪志聪 许妍 通讯员 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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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琼

有一种力量叫“啦啦队”

“离上场就剩一秒了，我的脑子
里还在‘过电影’，就怕忘动作、跑错
位，把队形搞乱了！”回想起在徐州奥
体中心体育场数万球迷注视下的两
次亮相，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啦啦操队队长、2023级学前教育专业
学生郭美诗难掩激动。她和她的伙
伴们，用跃动的青春风采点燃了“苏
超”徐州主场。

“以前，我们只在 2024年的淮海
经济区第一届运动会上表演过，这次
不仅要在几万人面前跳啦啦操，还要
与他们互动带动气氛，超级紧张。”郭
美诗在训练间隙向记者吐露心声。
这份面对巨大舞台的紧张感，化作排

练场上加倍的努力。下午 5点半，下
课铃一响，她和队友们就冲向训练
场，高温、蚊虫、学业压力都没能阻挡
她们。

训练场上，指导教师王湘太和郭
盼盼的声音格外清晰。“核心要绷紧！
动作不能散！”“手，定在这里！别晃！
一晃就不美了。”两位老师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地“抠”。“啦啦操就是一板
一眼，整齐划一才有力量。”郭美诗告
诉记者，老师会一个 8拍、一个 8拍地
给她们“磨”动作，练到产生肌肉记忆
为止。尽管一场比赛只表演两次，每
次仅两三分钟，但是她们每天要练习
两三个小时。

高强度的练习后，膝盖、胳膊酸
痛是常态。正值期末考试季，啦啦
操队队员、2024级舞蹈表演专业学
生裴晔雯白天准备考试的表演剧
目，晚上进行啦啦操训练。“很累，可
一站上赛场，看到观众那么热情，听
到震天的欢呼，所有的辛苦和汗水
都值得。”

5月 31日徐州对阵连云港、6月
15日徐州迎战镇江，在这两场比赛
中，徐州幼专啦啦操队作为徐州队特
邀表演团队担纲开场和中场表演。
姑娘们以高难度的托举、流畅而富有
创意的队形变换、精准卡点的动作和
百分百投入的笑容，瞬间抓住所有人
的眼球。“欢呼声、掌声就没停过，感
觉我们把场子彻底‘炸’了。”裴晔雯
兴奋地说。

她们的精彩表现不仅点燃了现
场，更在社交媒体上掀起热浪。现场
观众用手机记录下的“炸场”瞬间，迅
速在网络上走红，多个表演视频播放
量突破百万。“宝藏啦啦操队”“徐幼
女孩太飒了”“这气氛组我给满分”等
评论刷屏。“真没想到跳个啦啦操还
能火。”郭美诗感觉不好意思之余更
多的是骄傲，“我们给徐州、给学校争
光了，观众给的情绪价值特别足，跳
起来特别带劲。”

“与‘苏超’结缘，并非偶然。”据
徐州幼专体育学院院长李海芸介绍，

学校早在 2011年就获批国家级啦啦
操示范推广基地，并建立系统化的人
才培养体系，啦啦操课程在 2022年获
批“江苏省高等职业院校公共体育在
线开放课程”。同时，学校积极融入
徐州市文体发展战略，主动参与省运
会、市运会等大型活动，不断锤炼
队伍。

7月 5日，徐州队即将主场作战对
阵南通队。为了取得更好的演出效
果，啦啦操队正进行全方位的准备。
王湘太介绍说，啦啦操队现有 43名队
员，来自 8个学院，目前，徐州幼专已
启动全校范围内的啦啦操队员补选，
下一场比赛的演出阵容将进一步扩
大。该校还专门组建创编团队，将设
计更具显示度和视觉冲击力的动作
组合，编排更复杂流畅的队列队形。
同时，结合徐州文化符号与现代运动
美学，对表演服装进行重新设计。“我
们希望打造出既亮眼又富含城市底
蕴的舞台形象，充分展示出徐州的城
市软实力。”

徐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一群姑娘亮相“苏超”，担纲开场和中场表演——

图①为江
苏 省 涟 水 中
学 第 八 届 校
园戏剧节，学
生 在 经 典 话
剧 表 演 中 增
强文化自信。

图②为江
苏省淮阴中学
学生走进周恩
来 童 年 读 书
处，上好“行走
的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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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
第十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阿妮尔 通讯员 程晓琳）6
月 19—20日，中国共产党南京大学第十二次党
员代表大会举行。开幕式上，省委常委、省委宣
传部部长、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徐缨，教
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魏士强出席并讲话。
省教育厅厅长、省委教育工委书记江涌，省委组
织部副部长季振华，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
党委书记谭铁牛，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
长谈哲敏等出席。

徐缨表示，南京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
展的“先行者”，也是江苏高等教育战线的“排头
兵”。南京大学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南京大学
党委为回答好“强国建设，教育何为”这一时代课
题贡献了南大力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
实践中彰显了南大作为。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
往全力支持南京大学的建设和发展，用心用情服
务和支持南大师生在江苏施展才华、实现梦想。
她强调，南京大学党委要结合“十五五”规划的
编制，科学谋划发展战略和目标任务，开拓创新，
真抓实干，加快朝着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迈
进。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等教育的
重要论述，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南大特质、时
代特点的世界一流大学；要始终牢记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努力培育更多堪当重任的
时代新人；要切实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
作用，全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江苏高质量发
展；要持续提升党的建设工作质效，更好以高质
量党建引领南大高质量发展。希望南京大学新
一届党委勠力同心，锐意进取，勇挑重担，争先创
优，早日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第一个南
大”，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受教育部党组委派，魏士强向大会召开表示
祝贺。他表示，自第十一次党代会召开以来，南
京大学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
学为总目标，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牢牢
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给南京大学留学归国青年学者的重要回信精神，
聚力内涵式发展、着力高质量提升，学校各项办
学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建设迈出新步伐。希望南大新一届党委班
子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
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充分认识高校党建工
作的新使命、新挑战、新要求，深刻认识加快建设
教育强国的重要性、紧迫性、系统性，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紧密团结
和依靠广大师生员工，心怀“国之大者”，坚持“四
个面向”，围绕“第一个南大”奋斗目标，守正创
新、勇毅前行，回答好“教育强国，南大何为”的时
代课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讯（记者 江教）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
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弘
扬教育家精神，强化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培
养，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6月 20日，省教
科院在太仓市高新区第二小学举办第三期“走进
基层学校 对话青年教师”活动。省教育厅副厅
长、一级巡视员顾月华出席并讲话，省教科院、江
苏教育报刊总社、苏州市教育局等单位有关负责
人参加活动。

顾月华对太仓市高新区第二小学近十年从
“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跨越过程中取得的成
绩表示肯定，对教师们在关爱每一个孩子、教好
每一个学生方面的辛苦付出表示敬意。她指出，
本次活动气氛热烈、交流充分，通过一组组数据、
一个个案例，对学校在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中的典型做法进行了精准画像，让大家对学校
的成长基因、窗口效应、样本价值有了更加全面
而深入的了解。面向到 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
标，希望教师们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勇于突破

“舒适区”，进一步提升研究学生、自我发展的能
力，以及人工智能时代掌握和利用数字资源的能
力，让学校处处都能看到生长的力量，让每个孩
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希望学校坚守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总结提炼、传承发扬好
基层学校方方面面的宝贵经验和样本价值，落实
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成新时代群众家门口的
好学校，向全国乃至世界传播好江苏义务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好声音。

来自太仓市高新区第二小学及兄弟学校的
校长、教师代表，紧扣“海纳百川 有教无类：百川
园里的别样生活”主题，从“公平、优质、活力”等
维度进行办学成果展示、育人故事与案例分享和
热点难点问题探讨。与会相关单位负责人就相
关话题与教师们进行深入互动交流，对教师们提
出的困惑和问题进行解答，对如何让学校办学更
加公平、更有质量、更富活力提出建设性意见。

我省第三期“走进基层学校
对话青年教师”活动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