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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丹丹 通讯员 蒋冬青）本

报11月 12日 15版刊登的《回归育人本真 服

务学生发展——市私立实验中学探索教学育

人新路径》一文，近日先后入编《中国发展模式

研究》专辑和《人民文摘》期刊。

据悉，《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专辑由《求是》

杂志社研究所编辑出版，旨在为贯彻科学发展

观，加强对中国发展模式问题的研究，总结、探

索各地发展的成功经验，宣传工作创新典型。

《人民文摘》是人民日报社主管的时政综合性

文摘半月期刊，以权威性、时代性、新闻性为主

要特点，为各级领导干部提供学习交流平台，

在全国各地均有发行。该文章的成功入编，意

味着我市私立实验中学教学理论所取得的创

新性成果得到认可，也表示着该校学术水平和

行业影响力又迈上新台阶。

据悉，《回归育人本真 服务学生发展——

市私立实验中学探索教学育人新路径》一文约

3000字，全文分为“明确育人目标，牢记教育

教学使命 ”、“满足社会需求，培养多元素质人

才”、“深化课程改革，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三个

部分，以述评的方式，深入介绍了该校在深化

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对教学育人新

路径的思考和探索。

文中，该校重新定位教育教学目标，把培

养具有健全人格、社会责任感、崇尚真善美而

又有必备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作为自己的任

务。同时更新人才培养理念，深刻认识到：经

济全球化对人才的要求是具有多样化的综合

素质，要求人才具有全球视野、创新能力、复合

型知识结构、高信息敏感度、良好的人际关系

协调能力、较强的组织能力与学习能力、良好

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以及国际化的运作水平与

能力。

在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该校积极深化普

通高中课程改革，并根据学校学生的需求以及

学校和区域资源优势，定位学校育人特色，培

育特色课程，创建特色学校，为每个学生提供

适合的教育，培育学生共同基础上的个性特长

发展。

《市私立实验中学探索教学育人新路径》一文入编《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人民文摘》

市私立实验中学教学理论创新获认可

在国务院《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出台后，全

国各地纷纷积极响应，表示要尽快制定《校车

安全管理条例》的实施细则。遗憾的是，半年

过去了，全国绝大多数省市仍停留在“近期将

尽快出台政策”上。安全校车的运营之路，依

旧无法顺利成行，是什么拖住了校车安全条例

出台的步伐？

据了解，甘肃省正宁县的幼儿园校车事故

后，该省现已开通了3000多条校车专线，但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实施细则仍旧没有具

体时间表。其发布的校车安全实施细则办法

草案，还在征求意见阶段。

同样在征求意见阶段的，还有黑龙江、陕

西、宁夏。据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体育卫生

艺术处工作人员透露：“第一轮的各部门意见

已经收集完成，正在整理。接下来要根据教育

部安全研讨会的最新情况，进行调整，预计实

施意见将在年底发布。”

另外，江苏、江西、吉林、广西等地出台了针

对校车的工作意见，但未出台具体实施细则。据

吉林省教育厅安全处一负责人透露，去年9月，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

全省中小学生上下学交通安全工作的意见》，今

年也发布了通知，“现在还在摸索阶段，今年年底

或明年年初准备再出一个实施细则”。

其中，较为新颖的是，今年 10月 25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关于校车安全管理工作的实

施意见》提出，要按规定配备具有行驶记录功

能的卫星定位装置，实时监控校车运行。

目前，已颁布较细实施办法的，仅有上海、

重庆、青海、浙江。

如果地方未及时出台相关细则，会产生哪

些问题？据一校车制造厂家表示，这让《校车

安全管理条例》在地方层面容易受到阻碍，致

使许多新校车上不了牌照。

今年8月，某小学花费23万余元买了新

校车，却上不了牌照，只能长期搁置在废旧车

场，这样的事发生在广州市。因为广东省和广

州市的校车安全条例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当地

车管所无法让其上牌照。除了广东以外，新校

车上牌难的问题在湖北、安徽、福建、江苏等地

也同样存在。原因大致都是“具体办法尚未制

定，需要部门相互协调”。对于当前的校车困

境，有民办学校校长不解：“为校车办个正式

‘身份’，怎么就那么困难？”

在广州，不仅新校车无法上牌，旧校车也

面临尴尬。广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副支队长

曾在网上公开表示，广州原有的2700多辆校

车，“没有一辆符合新的国家标准”。一些旧车

仅仅因为某一个细节不够新标准就被淘汰，这

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在一些省级细则还没有

出台的县市，学生们正面临着无车可用的尴尬

境地，只能回到自行上学的老路。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据《校车安全管理条

例》规定：用于接送小学生、幼儿的专用校车不能

满足需求的，在“省级政府规定的过渡期限内”，

可以使用取得校车标牌的“其他载客汽车”。

目前，重庆市、上海市、浙江省均规定了非

专用校车过渡期。上海规定为1年，重庆、浙

江规定为3年。例如重庆市规定，使用过渡期

为“从2012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

“有条件的区县（自治县）可尽快更换非专用校

车，过渡期后，用于接送小学生、幼儿的校车必

须为符合国家标准的专用校车。”

诸多省级细则未出台的市、县则面临无

奈。如广东省肇庆市的细则不得不说：“目前，

在省政府没有明确过渡期限的前提下，为避免

在实施《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过程中引发社

会不安定因素，允许用于接送小学生、幼儿的

校车可以使用取得校车标牌的其他载客汽车，

公安部门在核发校车标牌时应注明‘在广东省

人民政府规定的过渡期限内使用’。”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颁布半年多

各地校车是否安全上路？
去年11月，甘肃省庆阳正宁县榆林子镇一辆超载的幼儿园校车和一辆大货车相撞，导致21人死亡，其中包括19个幼儿。此事一时震惊全国，校车安全引起

广大民众的极大关注。今年4月5日，国务院颁布《校车安全管理条例》，随后，全国各地均表示，要尽快制定《校车安全管理条例》的实施细则。
那么时隔半年多，全国各地校车到底是否已经如愿安全上路？各地校车安全细则，路在何方？

已经出台较细实施办法的省市，措施可

谓各有千秋引人瞩目。

最“快马加鞭”的是浙江省。该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在今年5月27日颁布《浙江省学生

交通安全保障工程实施办法》，在速度上拔得

了全国“头筹”。实施办法要求，从建立健全

小学生交通安全保障体系入手，逐步扩大安

全保障范围，争取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率

先建立起责任明确、制度健全、管理严格、运

营有序的学生交通安全保障体系，确保使用

于接送解决小学生上下学的车辆与校车安全

国家标准逐步并轨，基本解决全省义务教育

学生上下学交通问题。

最“开门见山”的是青海省。引人注目

的，该省的校车安全实施细则把“任何单位和

个人不得使用或租用拼装或者达到报废标准

的机动车接送学生和幼儿”放在了一开头的

第五条。

最“有始有终”的是上海市。上海是目前

唯一详细设立了校车退出机制的地方。该规

定细致到了天数，避免废旧校车仍能上路：

“取得校车标牌的车辆因故不再作为校车使

用的，学校应当在15日内，到所在区县教育

部门办理注销手续。同时，将校车标牌交回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自有校车的颜色必须在

30日内消除。”

最“校车总动员”的是重庆市。校车安全

管理工作主要由教育部门和公安交管部门负

责，但重庆市的文件却一一点名了市委宣传

部、发展改革委、经济信息委、司法局、财政局、

规划局、交委、国税局、地税局、质监局、文化广

电局、安监局、市政府法制办、新闻办、保监局、

总工会、团市委、妇联、关工委......为何一辆校

车，要动员这么多部门？原来该市多达7个部

门分担了“普及安全教育”的职责。而其他省

市的细则中，这一职责多由教育部门承担。

各地校车安全条例细则为何“难产？究

其原因，经济账难算，可以说是一大顽疾。

据一尚未出台细则的某省教育厅工作人员

坦承，校车经费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难点。

正规校车与整天运营的公交车不同，只

在上下学时间开动，其他时间只能闲置。司

机工资、维修保养费用通常入不敷出，不小的

费用常分摊到学校、家长头上。这也使得校

车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长年难以普及。

根据《校车安全管理条例》，从中央到地

方政府，都有为校车投入经费的义务。但据

这位工作人员解释：“因为中央还没有出台具

体的补贴政策，我们就不好出台，所以还在等

待国家进一步的政策。”

这笔钱现在谁来出？各地都自发采取了

“新招”。

在浙江省，校车资金以政府投入为主，除

了学生家长需要承担的正常乘车费用外，校

车的后期维护费用也由政府承担。为此，浙

江省财政还设立专项奖励性补助，每年花1

亿元来保证学生交通安全保障工程的实施。

校车究竟有多费钱？浙江省教育厅校园

安全管理处处长潘伟川算了一笔账。

据潘处长估算，如果采用购买专业校车

的方式，浙江省需要1万多辆校车。按每辆

车 20万元计算，购买费用将达到 20亿元。

此外，每辆校车每年的运营成本约8到10万

元。这样算来，每年全省校车的运营成本将

达到8亿元之多。

在实施学生交通安全保障工程期间，浙

江省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并且专门请物价

部门核定校车票价。“基本上是一趟一元钱。

在杭州普通公交车的票价也是一元一趟，空

调车则是两元一趟。这样，家长基本不承担

校车运营费用。”

“一年8亿元，即使对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

省来说，这仍然是一笔大投资。”潘伟川说，“而且

校车企业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一口气购置这么

多校车也不现实，就是学校想买都买不到。”

因此，现阶段，“公交化为主、购置校车为

辅”也成为一条探索的路径。“公交普及化，能够

比较快速地解决上下学的安全问题。毕竟公交

公司本来就是运营企业，运营专业化程度比较

高，公交化在财力上要求也较低，有利于快速推

开，让更多的孩子安全地上学。”潘伟川表示。

已经出台细则的各省市都提出，“具备通

车条件的，鼓励依托公共交通替代校车”。各

地政府提出了延伸公交线路、增设公交站点，

希望更多由公交公司或专业运输公司承担学

生上下学的接送任务。

青海省、上海市的具体细则里，则提出了

“校车可租赁”。

青海省初步规定，租用校车由“政府公开

招标”，确定承运商。但具体如何实施，还未

有下文。上海市则只规定，校车可以由取得

资质的学校自己租赁。对于需要租赁校车的

学校，除向区县教育部门提交自购校车需提

交的相关材料外，还应提交校车服务提供者

的客运经营许可证、租赁合同。

重庆市则鼓励市场成立校车公司。“各区

县政府应拓宽校车服务保障渠道，积极推进

客运企业、公交企业、有资质的个体经营者提

供专用校车公司服务。”

（记者 钟晨晨 整理）

校车运营路 集体大难产

校车实施地 各有闪光点

校车厚账本 经费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