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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何新雨）
随着冬季到来，气温逐渐
下降，植物进入生长缓慢
期和休眠期。为加强冬季
园林绿化管理，保障植物
安全越冬和新栽苗木的成
活率，连日来，区市政处
组织园林绿化工人对城区
道路、公园广场绿化苗木
进行一系列保苗护苗工作。
漫步城区，一排排挺

拔的乔木与葱郁的灌木交
织成的城市绿色美景处处
可见。盎然绿意背后，离不
开绿化养护人员每日修剪
整形、病虫害防治、灌溉排
水管理等各环节的精心呵
护。“为了最大程度降低冬
季昼夜温差大带来的冻害
风险，涂白工作是冬季绿

化养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
一环。”区市政处绿化管理
科工作人员李博峰介绍，
涂白剂中的杀菌成分能有
效杀灭越冬病菌和虫卵，
为来年春季的病虫害防治
工作奠定坚实基础。

截至 11 月底，管养
绿地武进城区绿化面积约
510 万平方米，乔木 39
万株，地被色块 290万平
方米。下一步，区市政处
将继续秉承“绿色生态、
和谐宜居”的发展理念，
不断提升绿化养护水平与
质量，进一步优化养护流
程，提升养护质效，确保
每一项工作精准落实到
位，为城区绿色生态发展
注入动力。

城区冬季绿化养护
全面开展

本报讯（记者 宋祎凡）日前，
自然资源部发布 2024年农村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典型示范案
例，收益分配科学可持续类中，武进
区系全省唯一入选。

自 2023年 3月自然资源部正
式启动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试点工作以来，持续取得新
进展、新成效。在去年推出 35个
典型示范案例的基础上，自然资源
部今年又精选 44个典型案例，其
中，用地主体引导有效类 13个，
收益分配科学可持续类 11个，入
市程序规范顺畅类 10个，组合供
应类和政策协同类各 5个。试点地
区在严守政策底线红线基础上，因
地制宜创造性地推进试点工作，在
入市管理、用地方式、收益调节、
权益保障等方面探索形成了一系列

制度成果和经验做法，对激活农村
土地资源要素、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
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有
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
制。作为全省唯一、全国 15个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地区之
一，武进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可上市交易、可抵押转让。而
在农村土地入市改革成功后，武进
继续书写“后半篇文章”，对“土地收
益怎么用”进行新探索。2021年以
后，工业用地价格从 30万元 /亩调
整到 40万元 /亩，上涨的 10万元
/亩全部用于保障农民利益。今年
起，工业用地调节金从 20%降为
10%，多出来的调节金由财政统

筹，用于农民社保和生态补偿。为
完善国家和集体之间的分配机制，
让农村集体合理享有土地增值收
益，武进又从国有土地出让金中一
次性提取 5万元 /亩的资金给村集
体，预计每年可使全区农民增收
1.5亿元。

勇当改革闯将，下一步，武
进将组合运用“增减挂钩、同一
乡镇布局调整、工矿废弃地复
垦、低效用地再开发和高标准农
田建设”等政策工具，促进建设用
地集中化、规模化、高效化利用；
统筹园区更新、城市更新和农村
更新，学习浙江省“千万工程”经
验，成立镇级强村公司，通过参股
投资标准厂房等方式，引导“工业
企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居住向自建
区集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全省唯一

从“次优选择”到职教“金名片”

深耕教育“责任田”画好育人“同心圆”
□ 王鼎新 朱亮理 记者 李燕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武进历来崇文重教，新中国
成立以来，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区始终
将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坚持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聚焦
育人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持续跑
出教育发展“加速度”。

64 岁的蒋文伟是横林实验
小学的老校长，1981 年，从普
师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横林实
验小学的前身———横林中心小
学，开启了教育生涯。
“当时教室里黑板是用水泥

抹成的，再刷一层黑油漆，一块
黑板、一支粉笔就是教学的全部
工具。”这是蒋文伟记忆中学校
最初的模样。“那时候，教学楼
只有一排平房，20 多间教室，
700多名学生。操场是泥土地，
一刮风学校里就尘土飞扬，下一
场雨，师生们更是一个星期都上
不了体育课。”

随着时代变迁，教育环境和
条件也悄然发生变化。2010年，
蒋文伟的女儿蒋莹姣追随父亲
的足迹走上三尺讲台，成为武进
区实验小学前身———湖塘桥中心
小学的一名语文老师。至今，她
还记得报到的第一天，在偌大的
校园里“迷路”了。2017 年，
她被调到新建成的武进区人民路

小学执教。占地 60亩左右的人
民路小学，建筑面积近 3.7万平
方米，可容纳学生近 2500 名，
拥有更加现代化的教学楼、智能
教室、图书馆、阅览室、实验室
……
“现在有很多新科技进入课

堂，每个教室都配置了触屏的多
媒体机，我们会用 iPad来上课，
孩子们在学习时不仅可以触摸文
字，还能接收图片、视频。”蒋
莹姣感慨，无论是硬件还是软
件，现在的教学环境、教育质量
与父辈时相比已是日新月异。
实现教育整体扩优提质，是

武进教育发展的重要基石。我区
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调
整布局规划，加快新改扩建工程
建设。目前，全区中小学智慧安
防、智慧照明、“区域网络互动
教室”实现 100%覆盖，现代化
教育设施设备均衡化水平的提
升，有效促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
共享。

据区档案馆保存的资料记
载，武进的职业教育始于民国
初年。民国五年 （1916 年），
武进县立第三高等小学（今常
州市觅渡桥小学）设县立乙种
商业学校，定西乡两等小学校
（今湖塘桥实验小学） 高等改
为商业补习学校。在解放后的
大跃进年代，武进县创办工
业、农业、林业、蚕桑和医士
等职业学校，后因贯彻调整方
针而停办。

曾经，职业教育被认为是
学生无奈之下的“次优选择”，
改革开放的春风，让武进的职
业教育百花齐放。1980 年，

武进县教育局提出稳步进行中
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意见。从最
初的职业中学职业班起步，到
创建武进电大，再到 2008 年
整合 5所中职校组建武进职业
教育中心校，武进职业教育的
办学规模和办学水平不断提档
升级。

2020 年 1 月，武进职业
教育中心校更名为常州市高级
职业技术学校，目前已经是一
所集中职、中技、高职、高
技、技师，全日制教育、成人
教育和社会培训于一体的全日
制综合性公办职业学校。多年
来，常州市高级职业技术学校

积极探索与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之路，深化“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产教融合”的办学模式，把
课堂搬进生产车间，把生产流
程搬进课堂，让学生在生产操
作中掌握知识、培养技能。

截至目前，常州市高级职
业技术学校累计为各行各业输
送人才 10 余万人，毕业生一
次就业率达 98%。许多毕业生
走出校门后，成为生产能手和
技术骨干，受到企业的欢迎。
武进荣获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
和成人教育示范县 （区） 称
号，“武进职教”已经成为一
张“金名片”。

“教育问题优先解决，教
育资金优先安排，教育建设优
先推进，教育经费投入逐年攀
升。”在推动“物理”均衡的
同时，武进也注重学校内涵发
展，全力提升办学质量。

2003 年，我区推进“学
校主动发展”工程，鼓励学校
不再“等、靠、要”，而是主
动思考、谋划，深挖办学特
色，凝练办学理念。办学近
50 年的武进区刘海粟小学以
“美”为核心，提升学生美育
素养；2011 年建校的星河实
验小学，以“人人有好奇心、
个个有创造力”为办学愿景，

将“科学教育”设为学校发展
特色。

为增强优质教育资源辐
射力，2007 年，武进率先在
全市成立湖塘桥中心小学教
育集团，充分发挥名校优质
教育资源辐射作用，实现城
区优质教育资源快速扩张。
“全区优质示范学校‘一配
二’传帮带，在管理创新、
课程建设、师资培育等方面
互通共生。从‘组内’到
‘圈内’，从‘单打独斗’到
‘组团作战’，我们多措并举
为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注入新
活力。”区教育局基教科副科

长钟桂芳介绍，开展 17 年
来，武进的集团化办学已经
进入 3.0时代，依托“品牌名
校孵化、乡村教育振兴、优
质学校成长”三大行动，架构
起区域教育全方位辐射与互动
新格局，武进教育进入全域优
质发展下的“新名校 +”办学
阶段。

如今，武进教育乘着新
时代浪潮扬帆远航，内蕴巨
大活力，外显独特亮色。未
来，武进将继续擦亮“吾有
优学”教育品牌，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打造教育高质
量发展新高地。

从“有学上”到“上学优”

从“一支粉笔”到“智慧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