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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優化教育資源配置過
程中，需要重視師資力量
的配置。 新華社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錨定公平導向

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教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的根本
屬性。

「艾香繞指傳古韻，外籍學生迎端午」，在西安市梁家灘國
際學校，一群外籍小學生正在製作艾草香囊，感受端午節傳統
文化魅力，並歡快地與委員們互動交流。
在寶雞市工會幼稚園，孩童們正在用畫筆塗鴉着畫作，並用

稚嫩可愛的聲音向委員們介紹着自己的作品。「畫得不錯，真
棒！」委員們給予了滿滿的讚賞。
走進寶雞市特殊教育學校，一群殘障學生們整齊劃一地排練
着《我心中國》舞蹈節目；另外一群學生正在烹飪糕點美食，
飄香陣陣；還有學生正在繪畫、製作手工藝品、演奏歌曲……
委員們紛紛豎起大拇指並用手語跟學生們互動，學生們高興地
露出天真燦爛的笑容。
「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提升教育公共服務的普惠性、

可及性、便捷性，讓教育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
民。」委員們看到以人民為中心的教育正在「落地開花」。
倍感欣慰的同時，也有着深入的思考。「我國教育現代化仍
面臨城鄉教育差距尚未彌合、優質資源結構性矛盾突出、標準
化評價與個性化需求存在錯位等深層次挑戰。」調研中，委員
們將這些問題時刻記掛在心。
優化區域教育資源配置不僅是教育問題，更是關乎社會公平

正義、區域協調發展、國家現代化進程的戰略命題。調研組表
示，要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深的系統思維、更強的創新意
識，積極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教育資源配置新範式。要堅持為
黨育人、為國育才的政治要求，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
全面貫徹落實黨的教育方針，把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
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確保教育資源配
置機制能夠充分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的制度優勢。
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要使教育公平從機會均衡向質量公平

升級。全國政協教科衞體委員會主任陳寶生表示，讓每個孩子
都能「上好學」，這是對教育資源配置和教育公平的一種時代
考驗。面對需求側多元化、個性化的教育訴求升級，教育高質
量發展要探索以質量公平為內核、以好制度為牽引的教育公平
範式，在總體公平的基礎上追求優質普惠，在好制度的科學引
領下深化教育公平內涵。
全國政協委員陳偉志表示，優化教育資源配置需要堅持公平
導向，強化財政保障與資金使用效能，向薄弱地區和農村傾
斜。在剛性資源標準化建設方面，要積極推進校舍安全、數字
化設施等辦學條件達標，縣域重點支持縣中振興。
委員們一致認為，在堅持公平配置原則的同時，對於可以且

適宜由社會配置的教育資源，要切實遵循供需適配規律，推進
政府購買服務和社會補充投入，激發社會辦學助學的主動性和

活力，實現更多更好更有效率的教育
資源供給。

以合理高效配置為目標
優化教育資源配置機制
「要着眼現代化需求，適應人口結

構變化，統籌基礎教育、高等教育、
職業教育，統籌政府投入和社會投
入，建立健全更加合理高效的教育資
源配置機制。」習近平總書記在看望
參加全國政協十四屆三次會議的民
盟、民進、教育界委員並參加聯組會
時發表重要講話，為優化教育資源配
置提供了行動指南。
調研期間，委員們既去市區高校、

中小學、學前教育機構等了解情況，
總結經驗做法；也去基層縣域學校、
職業院校了解問題，傾聽基層對教育
資源配置的真實期盼。
全國政協教科衞體委員會副主任尚勇表示，「當前，我國教
育資源配置還存在供給總量不足、區域城鄉差距明顯等問
題。」他表示，要建立健全更加合理高效的教育資源配置機
制，提高教育資源整體使用效率和供給彈性，打造更具活力、
更有韌性的教育資源配置機制。
「教育資源配置必須突破『一城一地』各自為政的局限，提

高跨區域教育資源分享水平，構建教育空間治理的新邏輯，建
立教育資源順暢流動的新體系，培育共生發展的新生態。」委
員們表示。
在優化教育資源配置過程中，需要重視師資力量的配置。全

國政協委員蘭臻表示，「當前，師資跨區域流動機制尚待完
善，教師資源存在區域性固化現象，且存在『逆向流動』情
況，進一步加劇了城鄉教育資源失衡。要積極構建更加科學合
理的師資流動體系，推動教育改革高質量發展。」
在全國政協委員王雪梅看來，教育資源配置中需要實現教育

資源精準投放與高效利用。她建議，可通過加強信息化、數字
化條件建設，構建豐富的數字資源與統一的數字平台，打破區
域、院校之間的壁壘，實現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與高效利用，
為優化區域教育資源配置、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提供堅實有力
的支撐。

適應新形勢新任務 做好教育全面布局
「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屬性、人民屬性、戰略屬性」是習近平

總書記關於教育本質特徵的重大理論創新。政治屬性回答了教
育「培養什麼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的根本問題。人

民屬性回答了教育的基本立場問題。戰略屬性回
答了教育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支撐引領中國式現
代化問題。「三大屬性」內涵豐富、相互聯繫，
深刻揭示了我國社會主義教育的鮮明特色和獨有
優勢，要求我們體現到教育強國建設各方面全過
程。
「新時代新形勢新任務，必須深刻把握中國式

現代化對教育科技人才的需求，強化教育對科技
和人才的支撐作用，讓教育事業發展更好地服務
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調研組表示。
在西安交通大學，委員們了解到該校積極探索

實踐，堅持「校企地一體聯動、產學研深度融
合」，依託創新港深入實施「6352」工程彙聚創
新資源，探索完善「1121」產教深度融合新模
式，建設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改革示範區。

全國政協委員、西安交通大學黨委書記盧建軍表示，西安交
通大學將繼續發揮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基礎研究深厚、學科交叉
融合的優勢，在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中探索中國特色
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新理念、新路徑、新機制，打造服務新時代
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創新引擎。
建設教育強國，龍頭是高等教育。全國政協委員孫堯表示，
要將高等教育發展放在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一
體部署的格局下超前布局、統籌推進，充分發揮高等教育的功
能優勢，服務國家發展大局。
人口是教育資源配置的重要變量和重要依據。當前，我國人

口總體上已由人口增量發展轉向減量發展階段，人口發展呈現
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等明顯的趨勢性特徵。
「人口增速放緩減輕了教育資源配置的總量問題，同時也帶來
了教育質量提升和教育布局結構調整的契機。」這一點也成為
調研組的共識。
全國政協委員張志勇認為，當前，我國人口出生率下降已開

始依次對我國小學、初中和高中教育學位供給產生影響。人口
增減分化趨勢愈發顯著，引發了人口流入與流出地區的資源配
置難題。「要立足當前教育領域出現的問題和矛盾精準發力，
進一步處理好人口出生率下降與人口流動帶來的資源配置挑
戰，做好教育布局這篇大文章。」
全國政協委員杜海峰表示，受人口出生率下降影響，義務教

育學位需求總量呈現出排浪式縮減，特別是西部縣域學校一些
學科師資缺口大，但普遍受教師總量超編影響，招引困難，結
構性缺編問題已經凸顯。「要定期對生源數量進行統計和預
測，按照師生比和班生比相結合的方式，綜合測算編制規模和
結構並制定縣域教師編制管理中長期規劃。對於生源相對穩定
的學校，可適當提高師生配比標準，逐步縮小班額，對於生源
逐漸減少的學校，在縣級逐步優化調整編制規模。」他建議。
調研組表示，要充分尊重科學，尊重人口自然增長規律和社
會經濟規律，改變長期以來「學齡人口減少便減少資源投入，
學齡人口增加便增加資源投入」的慣性思維，加強對學齡人口
規模研判，做到前瞻布局精準配置、提高效率。盡快加強教育
的彈性設計，健全與人口變化相適應的教育資源統籌調配機
制，增強資源配置的靈活性和適應性，為人口高質量發展提供
支撐。
「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讓每個孩子都能上好學」是委員們

真切的期盼。委員們表示，在這次調研中思想充分交流、觀點
相互碰撞、共識進一步凝聚，在集思廣益中堅定了為教育強國
建設躬身履職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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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研組在陝西省寶雞市工會幼稚園調研。 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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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綜合

報道 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對優化

區域教育資源配置作出明確部署，

提出「優化區域教育資源配置，建

立同人口變化相協調的基本公共教

育服務供給機制」，為做好教育資

源配置指明了方向。早前，全國政

協副主席、民進中央常務副主席朱

永新率全國政協教科衞體委員會調

研組圍繞「優化區域教育資源配

置」赴陝西省開展調研，為辦好人

民滿意的教育，構建具有中國特色

的教育資源配置新範式，在更大格

局中實現區域教育的結構性優化貢

獻智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