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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

的认识

（一）进一步加深了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特别是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理解

一是准确理解城镇化。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

或者扩大内需的潜力所在，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同时我们强调的是新型城镇化，坚持走中国特色新

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党的十

八大报告、三中全会决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

城镇化工作会议都没有特别强调投资需求，而是强

调城镇化的路径、城镇化的方向要对。今天像陶主

任、谈会长、陈锋副司长、柯春晖副司长都谈到怎么

来理解城镇化的问题。谈会长提到新型城镇化首先

是人的城镇化，应该是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的城镇化，

应该是以农业现代化为条件的城镇化。城镇化不是

大拆大建，农村人口市民化不是赶农民上楼。柯司

长也说城镇化不是房地产化，小城镇也不是大城市

的附庸等等，这些都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城镇化的理

解。二是客观分析当前我国城镇化的发展现状。陶

主任谈到，目前人口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市民化，个人

的城镇化快于家庭的城镇化，制度的改革落后于城

镇化进程等等，这些使我们对全国城镇化现状有了

更清晰的了解。三是充分重视城镇化可能产生的影

响。今天上午陶主任也谈到了，对中国的影响、对世

界的影响不可估量。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大

国，这一估计并不过分。

（二）对全国教育改革发展形势，特别是城乡教

育一体化有了更深的把握

上午陈锋同志在他的报告里面，介绍了全国现

在正在做的一些重大事情，比如推进教育现代化、贫

困地区义务教育发展、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等等。柯春晖

同志也在他的报告中，从政策法规司这个角度，介绍

了正在做的工作，从中也能看到全国教育改革发展

的形势。这里尤其是聚焦了城乡教育一体化，教育

如何促进和服务城乡教育一体化。在传达学习中央

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时，教育

部党组强调要在推进城镇化发展中积极作为，大力

促进教育公平，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力发展

职业教育、制度教育、继续教育，加强农民工职业培

训和创业教育，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这

些内容今天咱们许多专家的发言里面都涉及到。比

如陶主任在发言中认为教育事业是城镇化发展的重

要支点，教育事业的综合改革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

城镇化的基本途径，要努力增强和实现教育公平，以

提升教育品质实效等等。褚宏启教授认为城乡教育

一体化是手段也是目的，很多专家谈到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是城乡教育一体化的重要内涵，并谈到对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理解。谈会长还谈到要为农

业劳动力的转移打好基础，袁桂林老师还谈到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王蕊副主任还谈到１５个副

省级城市教育现代化发展评价等，这些都使得我们

对城乡教育一体化的理解有了更深的把握。

（三）对典型地区的典型经验有了更深切的体验

比如成都，成都市教育局吕信伟局长、成都大学

柯玲副校长都谈到了成都的改革，给我们留下了很

深的印象。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徐江涌副局长介绍

了成都青羊区的经验，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战略

研究室高书国主任介绍了成都蒲江的经验，很有特

色。其他地方的经验也值得重视，如褚宏启教授介

绍的北京市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重庆宋乃庆教授

介绍的重庆领雁工程以及教师专业发展，其他还有

很多比如黑龙江崔院长、湖南聂所长、武汉高所长、

深圳张院长等，都谈到了各地的经验。这些典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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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可供各地互相交流借鉴参考。在地方经验上得到

了分享，这也是这次研讨会的重要收获。

二、地方教育的创新路径———以成都为例

成都市的教育改革包括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

改革是地方 教 育 创 新 的 一 个 典 型 案 例。成 都 市１９
个区县，一举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评估认

定，在全国副省级城市里面是第一家。成都市作为

统筹城乡教育发展试验区锐意创新，在教育局还专

门成立了统筹处，他们做的第一阶段工作受到了规

划司的高度好评，所以也进入了第二阶段。在工作

创新方面，成都教育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前年在

成都市所有的部委办工作评比中，教育局获得第一

名；去年教育局又获得第三名，应该说是非常难得。

教育部门所以能取得这么突出的成绩，我感觉以下

几点十分重要。

（一）制定了明确的发展战略

成都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

２０１５年在 中 国 中 西 部 率 先 基 本 实 现 教 育 现 代 化。

虽然身在西部，但是有追求。成都还明确提出均衡

化、现代化、国际化的“三化”战略，比如国际化，在西

部来说也不是不可能，我觉得他们就有这种雄心壮

志。

（二）确立了明确的工作思路

第一阶段方案就按照六个一体化，即发展规划

一体化、办学条件一体化、教育经费一体化、教育队

伍一体化、教育质量一体化、评估标准一体化来进行

操作，思路非常清晰，也形成了成果，柯校长他们那

儿已经有八本材料了。

（三）有一套创新的机制办法

比如以 标 准 和 督 导 监 测 促 发 展。大 概 在 两 年

前，吕局长就谈到他要建立包括３７个标准在内的教

育标准体系。标准的建立是起点，有了标准接着进

行强有力的 督 导、监 测、评 估，就 形 成 了 工 作 机 制。

成都市推动校际均衡有义务教育校际均衡监测指标

体系，推动县域均衡有教育现代化监测指标体系，推

动市域均衡有城乡一体化监测指标体系，再加上减

负的监测、质量的监测，五个方面非常健全。比如以

研究和协同创新促提升。第二阶段试验区方案，有

四大体系十大行动计划，非常好、非常扎实。他们做

了一大本方案，就是建立在调研和研究的基础之上。

成都大学统筹城乡教育研究中心已经成为四川省的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应该说这本身就是成果，在

工作中产生的成果，所以才被认可。在成都教育改

革研究中，处处可见协同创新，除了部里的试验区以

外，我们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和成都市教育局也

建立了协同创新机制，共建成都教育改革研究基地。

这种协同创新实现了双赢，从成都方面来说，寻求了

国家级教育政策智库的支持，增强全局视野，提高工

作水平；从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来说能使自己的

研究更接“地气”，真正地走群众路线，服务基层。今

后我们还将继续坚持这样的合作。成都市以市域为

单位统筹城 乡，超 越 了 以 县 为 主，取 得 了 突 出 的 成

绩，但是他们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比如吕局长进

一步结合实际谈到了做好天府新区规划、推动教育

资源合理配置、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加强社会舆

论共识等，柯玲教授谈到了评估体系的科学化、数据

挖掘的准确性、政府市场社会协作需要进一步努力，

等等，在取得良好成绩的同时，依然对现在面临的挑

战、问题，保持着清醒，保持着思考，这正是未来进一

步前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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