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信 阳 市 教 育 体 育 局
签发人：厉天军

办理结果：A

对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
第 137 号建议的答复

刘春霞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义务教育阶段解决就学难问题”的建议收悉。

经市教育体育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随着我市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区就学人数逐年增加，受传统

文化影响，家长对教育投入大、期望高，追求上好学校的需求越

来越强烈，中心城区中小学入学压力逐年增大。针对义务教育阶

段城区就学难的问题，信阳市教体局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推进

我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充分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公平的义务

教育。

一是推动资源优化配置，逐步缩小校际差距。我们积极探索、

推行集团化办学经验，创新集团化办学发展模式和运行机制。打

破区划界限，探索传统名校支援新区新校发展模式，缓解老区用

地不足和新区师资力量不足的矛盾。参考学习外地经验，将现有

小学进行强中弱搭配，委任强校校长为各学区第一学区长，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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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统一教学、整体提高”的管理模式，形

成以“优质校为核心、带动一般校、捆绑农村校”覆盖全市学校

的督导网络，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通过联合办学、强校带动、

名校整合等形式，盘活了部分教育资源存量，实现“强”校生源

分流。

二是加快学校建设，缓解学位供给压力。积极联系相关部门，

做好协调沟通，落实《信阳市义务教育学校消除大班额专项规划

（2016-2020 年）》，加快建设应建未建学校，确保近三年浉河、

平桥、羊山每年新建 3-5 所、各县每年新建 2-3 所 24 班规模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以满足现实需求。“十三五”期间，我市实施了“城

镇扩容”“寄宿制学校建设”“全面改薄”三大建设工程，着力破

解“城镇挤、农村空”问题。2020 年，在城镇，投入资金 20.6

亿元，实施“扩充资源”项目 239 个，新增城镇学位 14.37 万个；

在乡村，新建、改扩建寄宿制学校 230 所，新增寄宿学位 3.9 万

个，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接受教育问题；对一般农村学校，实施“全

面改薄”，总投入 16.07 亿元，覆盖学校 1125 所，惠及学生 41.68

万名；改善 478 所小规模学校办学条件，实现了“最好的房子是

学校”“最美的环境是校园”。

三是强化激励保障，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建立特岗招聘、

公开招教、招才引智、政府购岗为主渠道的教师补充机制。2016

年以来，市县公开招聘教师15646名、招聘特岗教师7934名。大幅

提高教师待遇，省定新增的“一补两贴”（教师教龄津贴、班主

任津贴、农村教师生活补助）全部发放到位，教师月平均工资从

2016年2650元，增长到2020年5416元。其中乡村教师平均每月可

提高565元，形成了“越往基层、越是艰苦，待遇越高”的激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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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为了让优秀教师扎根农村，在职称评定上对农村教师实施倾

斜政策，满足一定任职年限的农村教师可以不受单位结构比例限

制晋升高一级职称。投资2.28亿元，在255所农村学校建设3310

套农村教师周转宿舍，有效改善了边远艰苦地区学校教师生活工

作条件。

四是不断加大投入，持续推进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各县区

抢抓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全面改薄”“扩充城镇义

务教育资源”等机遇，积极争取专项资金，建立经费保障机制，

有重点、有计划、分批次地加大对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投入，

逐步扩建、新建、改建学校的食堂、宿舍、浴室、厕所、饮水工

程，重点完善寄宿制学校的基础生活设施，以满足农村寄宿学生

和教师的基本生活需要。不断提高寄宿制管理水平，积极推进寄

宿制管理示范学校建设。今年计划新建改扩建农村寄宿制学校 48

所，截至 9 月中旬，新建农村寄宿制学校 1 所，改扩建农村寄宿

制学校 47 所（已交付使用 25 所，主体完工 13 所），主体完工率

8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督促县区政府落实主体责任，加快扩容城

镇教育资源，积极推进县域教育均衡发展，提高义务教育水平，

有效化解城区学校入学难问题，切实提高群众满意度和获得感。

一是探索教师队伍建设新模式。争取政策支持，健全新进教师公

开招聘制度，探索符合不同学段、专业和岗位特点的教师招聘办

法。继续实施并逐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

划，探索吸引高校毕业生到村小学、教学点任教的新机制。二是

落实义务教育学校教师校长轮岗交流机制，促进教师资源合理配

置。大力推进城镇教师支持农村教育，鼓励支持退休的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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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讲学，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化。三是持续

推进集团化办学。大力推广“名校办分校”“强校扶弱校”办学

模式，发挥好优质学校的办学管理经验和品牌效应优势，带动

薄弱学校教师队伍管理、教育教学工作开展，帮助薄弱学校进

一步提升师资队伍素质和教育教学质量。四是强化寄宿制学校

管理。积极争取政策支持，通过增加编制或购买服务的方式，

为寄宿制学校配齐配足生活教师，提高寄宿制学校服务水平，

吸引留守儿童返乡就读。

衷心感谢您对信阳教育体育事业的关心支持，欢迎您继续对

我们的工作给予监督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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