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建学校增加学位供给

今明年入学人数仍在高位

去年首批二孩上学满意度如何？今年义教招生政策是否有变？

政策暖人心 义教有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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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教育局义教科收到4面家长送来的锦旗，上面写着“真

心为民办实事”“高效服务解难题”等字眼。

时间悄然逝去，我国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后首批二孩上学的第一

学期即将画上句号，家长对去年孩子的就学安排是否满意？新的一

年，二孩上学“热”有否“降温”？义教招生

政策是否有变？带着这些家长关心的问

题，记者多方采访，一探究竟。

1月初，市教育局发布2024年瑞

安城区部分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施教

区户籍生第一次信息，向社会公布黄

色、红色预警学校名单。

根据预警数据分析，相较去年，

未来几年城区部分小学（小学部）入

学施教区户籍生人数略有减少，初中

（初中部）人数上下浮动。去年第一

波二孩入学高峰过后，各学校今明年

的“火热”情况有所缓解，但仍在高

位。

面对城区部分中小学“僧多粥

少”局面，我市采取新建学校等措施

增加学位供给，保障城区热门学校顺

利分流。去年，我市新投用（转用）城

区义务教育学校（校区）6 所，新增学

位3200个，平稳分流城区6所学校超

计划学生 2409 人，是温州市做得最

好的县。

新建的 6 所学校（校区）分别是

瑞安中学附属初中、教研院附属小

学、马鞍山实验小学滨海校区和南滨

江校区、安阳实验小学外滩校区、君

子石小学，并升格广场中学为教研院

附属初中。

不过，也有不少市民发出疑问：

近年来，我市乃至全国生育率持续走

低，未来小学入学人数呈下降趋势，

新建这么多学校会否造成未来教育

资源浪费？

“我市城区几所热门学校小学班

额45人、初中班额50人，目前均达到

班额上限。今后出生人数减少后将符

合省教育现代化县考核要求和‘小班

化教学’趋势，更能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市教育局义教科科长魏光本介

绍，根据省教育现代化县（市、区）评估

操作标准，所有小学班额控制在45人

及以下，初中班额控制在 50 人及以

下，且小学、初中90%以上的班级班额

分别控制在35人、40人及以下的为达

标。

安阳实验小学一（18）班刘伯宇

家住安阳街道拱瑞山路，昨日，刘爸

爸开车送他到位于滨江大道的外滩

校区上学，车程仅10分钟。

去年秋季，第一波二孩上小学，

我市小学入学人数迎来峰值，安阳实

小计划招生人数 450 人，实际入学户

籍生 912 人。超出部分的学生被分

流到安阳实验小学外滩校区、万松实

验小学等 6 所学校（校区），二孩刘伯

宇也在分流学生名单里。

“听说外滩校区师资和本校一样，

各方面管理也是统一模式。起初对新

校区不免有些担心，后来发现师资力

量雄厚，我十分满意。”刘爸爸说，孩子

所在班级班主任李成芳是安阳实小二

十多年的“元老级”教师，其他学科老

师也都是教学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

外滩校区 300 多名孩子 8 个班，每个

班不到40人，老师有精力照顾到更多

孩子，有助于教学质量提升。

安阳实验小学校长林宝国介绍，

外滩校区 18 名教师中，5 名是来自本

部的市级名师，8 名是全市选调来的

温州及瑞安“三坛”骨干教师，5 名青

年教师，整体师资素质非常高。外滩

校区与本校实行人事管理统一、教育

教学统一、评价考核统一的管理模

式。下一步，外滩校区将围绕校训

“真善美乐”打造真真阅读坊、善善种

植坊、美美体艺坊、乐乐游戏坊等四

个活动区域，并利用校内空间打造昆

虫养殖馆和植物种植馆，让孩子的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新增的 6 所学校，每所综合实

力都挺强，能够满足孩子‘上好学’需

求。”魏光本介绍，瑞教院附小着力培

养爱思考、会行动的未来少年和未来

教师；马鞍山实验小学滨海校区总投

资 2.9 亿元，不仅配备了“能躺下来午

睡”的课桌椅，还打造了风雨无阻的

“地下接送中心”，是我市未来教育新

高地；瑞安中学附属初中校依托瑞安

中学优质资源，努力打造“家门口一

流初中学校”⋯⋯

近年来，市教育局全面实行教育

共同体（集团化）办学，采取“强校+新

校”办学模式，使包括受流学校在内

的各校教育教学质量显著提升。根

据 2023 年浙江省教育共同体年度发

展报告数据，我市义务教育共同体建

设成效突出，成为全省教共体工作做

得最好的县。在师徒结对、跟岗锻

炼、教学帮扶、线上拓展课、学生集体

交流、名师工作室和教师交流（支教）

等 7 项考核指标中，我市有 4 项排名

全省第一、1 项排名全省第三、1 项排

名温州市第三。

我市是一座拥有近60万新居民的

经济大市。截至去年底，我市义务教育

阶段 130661 名学生中，新居民子女有

39497 人、占比达 30.23%，总数和占比

均居全省各县（市、区）前列。

2022年，9所民办新居民子女学校

全部停止办学，在全省同类县（市、区）

中率先实现“清零”，4081 名学生平稳

分流到周边公办学校。目前，全市在公

办学校就读的新居民子女占比 97.3%，

连续两年位居温州各县（市、区）第一。

昨日，浙江华峰新材料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经理金品旺送完孩子后放心地

去上班。去年 9 月，他以我市第一层次

人才的身份，如愿让孩子就读心仪的小

学——马鞍山实验小学滨海校区。

金品旺户籍地在苍南，2022 年入

选我市“云江英才”计划，享受我市新居

民人才子女优待入学政策。“如果没有

这项政策，我孩子将就读公司辖区内非

直属公办学校，如今政策给予新居民人

才关怀，对我孩子在学校招录前无障碍

优先录取，让我在瑞工作没了后顾之

忧。”金品旺说。

记者从市教育局获悉，今年我市将

继续根据《温州市人才分类目录（2022

版）》认定，对第一层次中“ABCD 类人

才”子女，在企业和教育、卫生系统工作

的博士与企业正高职称人才子女，根据

学生（家长）意愿，由市教育局在学校招

录前予以无障碍优先录取，若选择直属

优质民办学校就读，提前优先录取，并

按每人每学年2万元的标准给予学费补

贴。对其他层次新居民人才子女，根据

学生（家长）意愿，予以统筹安排入学。

对其他普通新居民子女，今年我市

将继续实行“居住证+积分”分批招生

制度，并对已办理居住登记但无积分的

新居民子女由教育学区统筹安排入学，

做到应招尽招，“零门槛”入学。去年秋

季学期，我市共招收新居民学生 9249

人，其中凭积分入学7184人、凭居住登

记入学2065人。

自2012年从江西来到瑞安后，刘明

与妻子就爱上了这片土地。十年多来，

夫妻俩在锦湖街道花鸟市场定居，从事

废旧金属回收工作。随着孩子年纪增

长，入学的焦虑与压力渐渐缠绕他们在

心头。

“我们虽早早办理了居住证，但积

分不够。若在前几年，我家‘老二’不符

合入读公办学校的条件，可能要去读民

办学校。”刘明说，去年，他得知民办新

居民子女学校停办，孩子们都可以就读

公办学校，于是为孩子报名了玉海二

小。“没想到真的被录取了！”接到玉海

二小录取电话后，刘明喜出望外，他说：

“玉海二小是我们心中的理想学校，不

仅师资强，离家还近，拐个弯 100 米就

到了。这下能安心在瑞打拼了。”

此外，我市还进一步简化新居民子

女转学程序，做到“应转尽转”，去年春

季学期已转入市外新居民子女661人。

“长幼随学”便利二孩家庭

乡村学校寄宿制创造温馨的“家”

受流学校师资雄厚

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政策关怀暖人心

新居民子女“零门槛”入学

安阳实验小学
外滩校区课间游戏

高楼镇中学学生
在劳动基地劳作

高楼镇中学

马鞍山实验小学滨海校区马鞍山实验小学滨海校区

孩子在不同学校就读接送不便怎

么办？今年，我市将延续去年做法，公

办学校除超计划分流学校外，在不突破

上限班额前提下，对同一所学校（校区）

实行“长幼随学”人性化服务。

“长幼随学”，简单说就是适龄儿童

少年在其亲兄姐学校（校区）就读。去

年，“长幼随学”服务共惠及845人。

家住安阳的薛女士是塘下镇海安

学校的一名数学教师。去年秋，“老二”

小陈到了读小学的年纪，原本施教区学

校是安阳实验小学的小陈面临分流，于

是她自愿为孩子申请“长幼随学”，兄妹

俩一起到外国语小学就读。“如果孩子

在不同学校，我和老公就得一人送一个

上学。但我早上要 7 点出门，没办法

送。现在孩子们由老公 7 点 55 分一起

送去，能‘带’得住！”薛女士说。

“‘长幼随学’的初衷是尽量为二孩

家庭提供便利，不过要基于学校有空余

学额，那些超计划数的学校不在范围

内，这也是保证其他孩子的就学公平。”

魏光本补充说，若选择民办学校“长幼

随学”，则优先安排入学。

尽量为群众提供人性化服务，让

义务教育更有“温度”，这是近几年

我市教育局努力的方向。

在我市西部的高楼镇中学，寄宿的

孩子们在提升后的宿舍里学习、生活，

这里空调、热水器等生活设施一应俱

全，宿舍门也经过了修缮翻新。“自去年

政府投入百万元资金帮助学校提升住

宿条件后，学校在 80 名住宿生的基础

上又增加了 40 名，目前最多能提供三

四百个住宿位。”该校校长彭祖选介绍，

寄宿制为高楼镇及周边枫岭、宁益等地

的留守儿童创造了一个温馨的“家”，也

为部分有寄宿需求的新居民解决了孩

子学习和照看的难题。

“我们住宿费全免，水电费和管理

费都由公用经费支出。”彭祖选说，近年

来，像高楼镇中学这样的偏远乡镇中心

校无论硬件设施还是教学质量都在提

升，然而生源却没有增加，这些学校的

学位还有富余，特别是接收有寄宿需求

的新居民子女入学的空间比较大。

“这是基于城镇化大背景下的变

化。进城务工的年轻人带走孩子，加上

偏远乡镇企业少，直接导致生源逐年减

少。”魏光本说，下一步，市教育局将进

一步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积极引进优质

民办教育集团，切实把乡村寄宿制中心

校办好，办成乡村教育的“金名片”，留

住乡村学生。同时，不断健全教共体

（集团化）办学机制，深入开展未来乡村

学校建设，遴选部分乡村学校作为培育

对象，实施未来乡村学校空间“场景

化”、学校课程“在地化”、儿童学习“素

养化”、教师队伍“专业化”、教育治理

“共享化”等行动，争取到 2025 年全市

创成未来乡村学校12所，全力打造“学

在瑞安”教育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