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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义
乌
，教
育
不
能
说
没
有
钱
、没
有
地
、没
有
时
间
研
究

每个月、30 次、120 余个……这些数字的背
后，是义乌对教育“没有时间研究”说不。

好的教育需要好的顶层设计为引领，需要系
统性规划为支撑。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坚持“教育不能说
没有时间研究”。教育是一把手工程，教育部门要
成为强势部门，教师要成为受人尊崇的职业，教育
事业要成为全体义乌人的事业。

从2016年10月开始，义乌专门成立教育工作领
导小组，每个月召开教育专题会，研究教育、解决问
题。至今市级层面已召开30次，解决问题120余个。

与此同时，以上率下，层层传导。全市建立党
政领导联系学校制度，关心支持学校发展、师生健
康。各镇街坚持问题导向，把时间花在刀刃上，通
过现场实地调研，召开专题会、座谈会等形式，尽
最大所能为教育发展助力。

研究什么？
教师的待遇和各种人文关怀问题，解决代课、

住宿、青年教师成长、女教师和离退休教师关爱
等，让老师们有更多幸福感、成就感、荣誉感！

提升教师队伍素质，创新建立教师队伍补充
机制，扩招备案制教师，鼓励银龄教师发挥余热，
努力克服编制紧缺问题。

推进“教育倍增计划”“新百园工程”，全面谋
划涵盖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城市教育新格局。

坚持两个百亿干教育，百亿干义务教育、百亿
干高等教育……

我们同样研究学校、师生关键小事，比如完成
80余所学校槽式厕所改造，偏远山区6500名学生
喝上优质水等。

在一系列教育研究推进下，我们看到，学前教
育这块义乌教育发展最大的短板之一正在努力补
齐。目前，100所幼儿园全部开工，47所已建成投
用，年底前还将会有13所建成。

我们看到，义乌“大学城”方兴未艾。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双江湖科教园区平地崛起。复旦大
学义乌研究院去年春节前一天在上海签约，上个
月揭牌；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医学院去年10月签
约，今年10月即将开工；中国计量大学现代科技
学院去年 1 月开工，下个月就将开学，未来将有
8000名学生。

我们看到，义务教育正在质变，优质民办学校
纷至沓来，义乌公学、育才实验学校、浙大教科、阿
优教育……优质教育资源愈发集中，扩散效应正
在形成，义乌整体教育层次和水平正在提高。

我们看到，职业教育也同样发挥着优势，近五
年培养1.5万名技能型人才。

强义必先强教，富民必先启智。加快教育发
展，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根本大计，是加快建
设“两个样板”、抢当“重要窗口”模范生的战略性
工程。坚持教育不能说没有钱，教育不能说没有
地，教育不能说没有时间研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
干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过程，没有捷径可走，没
有巧干，只有苦干、只有抢干！

教育不能说没有时间研究

9月1日，经历了380天的“抢”，香山小学胜
利校区正式启用。新校园楼宇轩昂，大气恢弘，设
有共享教室、智慧录播教室、地下停车场、恒温泳
池，让前来报到的1500多名学生欣喜不已。原来，
香山小学占地只有18.5亩，挤了28个班，而现在
新校区50亩、36个班。

“第一印象就是漂亮！在这上学的孩子真幸福。”
胜利二区居民陈先生每天都能从自家窗户外看见香
山小学，由衷地羡慕。因为学校操场是蓝色的跑道，
陈先生还笑着说那是学校“游泳池”。到了晚上，陈
先生还能进校园走走，共享学校巨变带来的红利。
在他们眼中，这里俨然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义乌，我们坚持“教育不能说没有地”。把最
好的地给孩子，让学校成为城乡最美的风景。香山
小学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城市有机更新中，为教育腾空间。从 2016
年的仓后“第一单”，继而转战向阳上片、向阳下
片、市场区块、通惠区块，再到现在的孝子祠区块，
作为城市有机更新“主战场”，稠城街道努力为教
育腾挪土地空间，截至目前，共拿出366亩土地、
投资 27 亿元，新建、改造中小学 10 所、幼儿园 9
所，可新增10770个学位。

在舍得“黄金宝地”中，为教育腾地块。“能拿

出这样的‘黄金宝地’建小学，我们看到了政府办
教育的决心。”诚信社区居民王先生这样评价新建
的福田小学教育集团湖塘校区。福田小学教育集
团湖塘校区位于工人北路与大通路交界处，国际
客运中心北面，是名副其实的黄金地段。但为推动
福田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近年来，福田街道舍得腾
地建学校。当前，福田小学教育集团湖塘校区、福
田二小、福田中学等工程正在有序推进，将大大缓
解辖区教育资源不足的短板。

在敢于啃硬骨头中，为教育谋发展。从最开始
的固执到后来的态度松动，赤岸镇工作人员跑了
10多次农户家做思想工作，只为了让毛店幼儿园
能够顺利开工建设。毛店幼儿园解决的是赤岸三角
毛店村教育链条缺失的问题。但在征地过程中，却
因一处违章建筑的历史原因难以推进。为了赤岸的
教育发展，赤岸镇发扬“啃硬骨头”精神,锲而不舍，
最终得以攻坚。如今，赤岸镇毛店幼儿园已拔地而
起，并于9月1日正式开学，4个班级已开班上课。

在义乌，每个镇街都在这样干教育。“十三五”
以来，全市新增教育用地近1400亩。市里还明确，
教育规划先由教育局提出需求，再交给自规局，就
是要确保落地。“十四五”，义乌还将拿出5000亩
以上土地发展教育。

教育不能说没有地

“以前我家附近四五公里范围都没有幼儿
园，只能让孩子去镇上读书。现在好了，新新幼
儿园马上开学，从家走过去只要几分钟。”9月10
日，在苏溪镇中心幼儿园新新分院新建工程现
场，楼存傅村村民陈阿姨高兴地说，“我们本来想
把孩子送到市区去上幼儿园，没想到家门口就
有这么好的幼儿园，立马赶来报名。”

苏溪镇中心幼儿园新新分园位于苏溪镇联
合村，概算投资1800万元，按省一级幼儿园标
准建设。园长毛小华介绍，联合村是拥有4个自
然村、2000 多人口的中心村，学校建成后将极
大缓解周边儿童入学压力，其建设一直颇受附
近村民的关注和期待。此前，学校已组织家长参
观园内环境和教学设备，家长们纷纷表示赞许
和肯定。

在义乌，我们坚持“教育不能说没有钱”。教
育不能有多少钱干多少事，而要有多少事要多
少钱。像苏溪镇中心幼儿园新新分园这样新建
设的学校数不胜数。

赤岸初中很多建筑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我们投入4600余万元新建了综合楼、学生
宿舍、教师工作间、田径场，学生外流逐年减少，
中考成绩进步明显。

解决了星光实验学校拖延 8 年之久的选
址难题，投资8300多万元建设标准化新校园，
今年 9 月开学，特殊教育服务年限从原来的 9
年提升为 15 年，下步将打造全国领先的特殊
教育学校。

树人中学迁建前是危旧校舍，2018年投资
1.2亿的新学校一期工程投用并实行公建民营，
投资1.5亿的二期工程也将在2022年春季投用。

赤岸镇毛店幼儿园、尚阳幼儿园，大陈镇东
塘幼儿园、楂林幼儿园，苏溪镇新新幼儿园、巧

溪幼儿园，上溪镇黄山幼儿园、溪华幼儿园，全部
以省二级园以上的标准设计建造，改变了义乌山
区没有公办幼儿园的历史。

艺术学校搬进了新校区，宗泽小学青砖黛瓦
马头墙，佛堂小学与古民居交相辉映，状元里校区
德国设计，楂林小学凸显农村竹文化。

我市教育事业迈入发展快车道的背后，正是
教育保障力度明显增强。

“我们坚持优先投入、优先保障，逐步建立从
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全覆盖的财政保障体系，经
费保障机制不断完善。”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教育保障实现财政、国资、民资多元投入。

“十三五”以来，全市实施教育工程250余项，
完成基建投资47亿元，是“十二五”的3倍。教育财
政总量和生均投入也在持续增加。全市一般公共
预算教育支出从2017年的22.22亿元，2018年的
26.12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31亿元。从增幅看，
2018年教育支出比上年增长17.6%，高出全省7.6
个百分点；2019年教育支出比上年增长18.7%，高
出全省6.5个百分点。从占比看，我市对教育投入
的力度明显高于全省和金华平均水平。2019年我
市教育支出已占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三分之
一，支出的四分之一。

与此同时，当前我市已制定出台财政扶持民
办教育办法，建立了含基本建设、师资、学位、升
等、设备采购、“五险一金”缴费补助等在内的补助
体系。三年来，教师薪酬增长了60%，已经达到公
务员水平。2019年，财政每花掉4元钱就有1元投
入教育。义乌每年拿出15%的土地出让金，专门用
于教育项目。五年来，对教育的投资力度是历史上
最大的。

因为我们深知，教育投资是最有效的投资，投
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

教育不能说没有钱

▢ 全媒体记者 王婷 龚盈盈 柳青 林晓燕 王佳丽 龚艳 吴峰宇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民生工程,是一把手工程，更是关乎每一
位孩子成长、关乎每一座城市发展的核心工程、亮点工作。

据浙江省教育现代化研究与评价中心公布的调查显示，我市各界对教
育工作的满意度从2017年的71.6%上升到2019年的84.9%，从低于全省平
均到略超全省平均，从位列全省第67名到排名第36名。这是从不满意到基
本满意的阶段性进步。

人民满意度，是衡量教育工作的重要标准。只有努力发展教育，人民群众
才能切实感受到民生事业进步。数据背后，是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
展战略，把教育作为城市品质之基、产业转型之源、社会首要民生来抓。

在义乌，我们坚持教育不能说没有钱、教育不能说没有地、教育不能说
没有时间研究，所有这些都不能成为阻碍教育发展的绊脚石。

△佛堂田心小学新校园。

义乌城镇职业技术学校旧校门。

△浙大教科义乌东河小学新校园。

▷佛堂田心小学老校园。

义乌城镇职业技术学校新貌。

▷浙大教科义乌东河小学老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