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葛仁鑫）4月9日至

10日，全省基础教育数字化工作推进

会在南充市召开，会议全面总结全省

基础教育数字化工作，部署2024年度

工作。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玉春出席会

议并讲话；南充市委常委、副市长张

勇军致辞；教育厅一级巡视员胡卫锋

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2023年全省教育系统

把教育数字化作为重要抓手，着力优

化数字化公共服务体系，促进教育优

质资源广泛共享，提升区域数字治理

效能，在智慧平台应用、数字教学资

源共享、应用场景建设等方面取得了

积极成效。

会议强调，教育数字化是建设教

育强省的重要内容。教育数字化要为

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供新引擎，

要为区域教育资源优化配置注入新

动能，要为实现精准教学、更好服务

学生成才构建新形态。

会议要求，要笃定“三区一高地”

目标任务，坚定教育数字化发展的信

念和行动；要加强思考谋划，落实教

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要主动挺膺担

当，持续夯实教育数字化工作基础保

障；要把握重点任务，推动全年教育

数字化工作落地见效。

会议传达了 2024 年全国教育技

术与资源装备战线工作会议精神。成

都市、遂宁市、内江市、南充市、成都

市锦江区和古蔺县教育主管部门相

关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交流发言。会议

期间，参会人员还现场考察了南充高

级中学、南充五中教育数字化工作的

开展情况。

教育厅相关处室及直属事业单

位负责同志，各市（州）教育主管部门

分管负责同志、教育数字化职能部门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据教育部官网消息 为全面加强

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管理工作，促进教

育公平，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教育

满意度，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

知，对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

动作出部署。

《通知》明确了专项行动的工作

目标。通过专项行动，全面排查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完

善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和公民同招入

学政策、规定、程序、办法，增强招生

入学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透明度，

坚决整治“暗箱操作”“掐尖招生”等

现象，严肃查处各类跟招生入学挂

钩、关联的收费行为，健全公平入学

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教

育满意度。

《通知》提出了专项行动的五项

重点任务。优化招生入学政策措施，

要求各地全面排查本地区已有义务

教育招生入学政策措施内容，坚决纠

正或废止不符合国家政策精神和要

求的相关规定和做法。严格规范招生

行为，要求各地对照中小学招生入学

“十项严禁”规定，针对招生入学中的

重点环节，对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开

展全面排查，坚决纠正将社会培训机

构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培训证

书以及学科竞赛成绩、考级证明等作

为招生参考或依据，以及收取或变相

收取与入学挂钩、关联的“捐资助学

款”“共建费”等违规行为。强化招生

信息公开，要求各地增加招生入学工

作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主动公开

招生政策、划片范围、报名条件、招生

程序等群众关心的重要信息，建立响

应机制回应社会和家长关心关注的

问题，建立并公布专门的招生入学热

线，畅通政策咨询、举报申诉等渠道。

优化招生入学流程，要求各地严格落

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

提升效能的政策部署，进一步优化登

记入学、电脑派位工作，便捷招生入

学流程，减轻群众负担。保障特殊群

体入学，要求各地加强辍学儿童、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留守儿童、残

疾儿童等特殊群体入学保障工作，确

保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

教育，应入尽入、应保尽保。

《通知》强调了四点工作要求。加

强组织领导，省、市级教育行政部门

成立专项行动工作专班，加强工作部

署、统筹指导和督促检查。县级教育

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行本地义务教育

招生入学工作主体责任，确保工作实

效。细化工作安排，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要制定本地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并

进行工作部署，开展招生行为全过程

检查，并建立工作台账。加强宣传引

导，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通过多种渠

道和方式，加强招生政策宣传解读。

强化督导问责，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加

强对招生期间问题频发、舆情较多地

区和学校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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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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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府新区直管区

把招生政策送到百姓“家门口”

早上 7 点 10 分，华蓥市禄市镇幼

儿园的校车准时驶出校门，按照规划

的路线，接幼儿入园。“幼儿园里留守

儿童比较多，老人接送不方便的、家距

离较远的，我们就尽可能到孩子家门

口接送。”禄市镇幼儿园教师夏霞介绍

说，校车有两位老师跟车，在保障幼儿

安全的同时，也会带领他们唱一唱新

学的儿歌，在欢歌笑语中向幼儿园驶

去。

这是华蓥市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发

展的一个缩影。今年2月，教育部公布

2023 年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市、区、

旗）名单，华蓥市榜上有名。在普及普

惠水平、政府保障情况、幼儿园保教质

量等方面的各项指标达标后，如何进

一步提供更加优质的学前教育，实现

“幼有优育”？华蓥市的幼教工作者有

了新的探索。

以儿童为本
打造一批高品质幼儿园

每天清晨来到幼儿园后，华蓥市

实验幼儿园园长胡剑瑛会习惯性地到

门口接园。对她而言，迎接到园的孩

子，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在一日之始将

快乐传递给他们。

华蓥市实验幼儿园是华蓥市的第

一所公办幼儿园，也是第一所省级示

范园。在多年的办园历程中，探索总结

出自身的快乐文化。“我们的愿景，就

是建设一所富有生命活力，充满快乐

气息的特色幼儿园。”胡剑瑛谈到，在

实现普及普惠的基础上，老牌园会更

多地在内涵建设上下功夫。“这更需要

从儿童的视角出发，做到真正尊重孩

子、理解孩子。”

华蓥市实验幼儿园的快乐文化浸

润在保教工作的全过程。胡剑瑛告诉

记者，有一次，孩子们在洗手时搓出了

肥皂泡，并对此很感兴趣。于是，老师

就由此引导他们自制工具玩泡泡，吸

管、纸张等各种道具被派上用场，大家

玩得不亦乐乎。“像这样临时生成的课

例，不断丰富着幼儿园快乐游戏的内

容。”

这样生动的瞬间时常发生，华蓥

市坚持以儿童为本，加强各级示范园

创建，着力打造一批高品质幼儿园。

下午3点，华蓥市杜家坪幼儿园进

入自主游戏时间。在园内的沙水区，引

水挖河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之一，

如何在沙子里蓄水呢？孩子们自己做

主，尽情发挥想象、动手实践，这是该

园创设的“沙课程”之一。

杜家坪幼儿园于 2021 年投用，是

普及普惠背景下高标准投建的公办

园，被孩子亲切地称为“坪坪幼儿园”。

在开园之初，园长刘晓娟看见孩子们

在阳光下玩沙的场景，萌发了创建沙

文化的构想。她说：“每个孩子都是独

立的‘沙’，都有自己的闪光之处。”

秉持“让每一粒沙熠熠生光”的理

念，杜家坪幼儿园将沙文化运用到党

建、环创、课程各个方面，实现特色发

展。仅用一年时间，该园就成功创建为

广安市级示范幼儿园，让周边孩子不

仅“有园上”，更能“上好园”。

扎根本土资源
一园一品特色发展

华蓥市凤凰城幼儿园是一所小区

配套的公办园，过去，园内空间受到基

础建筑的局限，孩子们活动空间有限。

由于该园毗邻华蓥市三线公园，于是

从 2022 年开始，凤凰城幼儿园常态化

走进公园开展活动。“我们每周根据实

际情况去一到三次，老师、保安都有明

确分工，确保孩子的安全。”凤凰城幼

儿园园长王春芳说，在实践过程中，幼

儿园不仅拓宽了活动空间的“广度”，

还延展了办园的“深度”。

在“三线建设”时期，华蓥地区有8

家以光学仪器为主的军工企业，简称

“八大光”，三线公园对此进行了浓缩

展示。凤凰城幼儿园从这些三线故事

中汲取营养，不仅丰富了课程资源，还

将爱国奉献、不畏艰难等精神贯穿到

党建、管理等各项工作中，在园内形成

浓厚的三线文化。

“以前，孩子们不知道公园里那些

图像、雕塑的意义，现在不少孩子都能

详细介绍给家长听了。”凤凰城幼儿园

德育室主任龙柯羽说，孩子们围绕三

线文化，开展了讲故事、做手工等多种

活动，在发展能力的同时，也在心底埋

下了一颗爱国的种子。

华蓥市红色文化、传统文化资源

丰富，各幼儿园结合自身实际，扎根本

土资源打造办园特色，初步呈现出“园

有特色、一园一品”的发展格局。

地处乡村的禄市镇幼儿园，结合

当地“梨香花海”的特色，师生们自己

动手移栽各种花卉和梨树，并以此创

设各种园本课程。去年9月开学时，幼

儿园里桂花飘香，吸引了孩子们的注

意，老师就带着他们一起画桂花，亲手

制作桂花茶、桂花糖、桂花香包……

“贴近自然，是乡镇幼儿园得天独

厚的优势。”禄市镇幼儿园园长修薇谈

到，“我们打造立足本土的自然园、幸

福园，就是希望给乡村孩子一个快乐

多彩的童年。”

面向优质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从“基本普及”迈向“优质普惠”的

过程中，华蓥市学前教育为高质量发

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背

景下，华蓥市主动融入，目前，市内9所

幼儿园与成渝地区优质幼儿园结对，

搭建起连接优质资源的桥梁。

今年 1 月，华蓥市实验幼儿园教

师张敏琦和同事一起，到重庆市渝北

幼儿园跟岗学习，在两天的时间里真

操实练，收获颇丰。“渝北幼儿园在区

角布置上的经验让我印象深刻，回来

后，我随即对班上的区角布置进行了

改进。”张敏琦说，在每一次交流活动

中，老师们都力争学有所获，将好的

经验创造性地运用在自己的保教工

作中。

除了向外借智借力以外，面向市

内，华蓥市于2023年年底，在各个学区

内成立学前教育教研联盟，按照“公带

民、强带弱”的方式，促进区域内保教

质量的整体提升。

同时，华蓥市还大力加强幼儿园

教师队伍建设，实行幼儿园园长、教师

定期培训和全员轮训制度，综合提升

教师专业水平和保教能力，帮助一批

批年轻教师迅速成长。

肖媛媛 2021 年从学校毕业后，来

到同年投用的杜家坪幼儿园任教，“无

论是幼儿园，还是我自己，一开始都像

一张白纸。”随着幼儿园的发展，她也

在园内外培训、学习，以及多岗位锻炼

中一步步成长起来，上学期成为了该

园的保教主任。

面对未来，肖媛媛充满信心：“幼

儿园和我，一定都会继续成长下去！”

华蓥市推动学前教育从“基本普及”向“优质普惠”迈进——

“幼有优育”让孩子快乐“起跑”
■ 本报记者 葛仁鑫 钟兴茂 文/图

华蓥市杜家坪幼儿园的孩子们在幼儿园沙水区进行自主游戏。

本报讯（杜玉飞 记者 倪秀）“幼儿

园招生政策什么时候发布？”“孩子体

检什么时候开始？”近日，在四川天府

新区直管区（以下简称“天府新区”）雅

悦幼儿园教师黄诗语的“摊位”前，围

着不少前来咨询的家长。

这些家长，有的为选幼儿园发

愁，有的担心孩子是否能适应幼儿园

生活……面对家长的问题，黄诗语都

一一耐心地给予了解答。

日前，为打通招生政策宣传的“最

后一公里”“堵点”，四川天府新区组织

了近千名志愿者，在 156 个点位开展

“进社区”招生政策宣传，让老百姓在

家门口就可以面对面咨询，缓解入学

焦虑。黄诗语就是一名教师志愿者，主

要负责幼儿园入学咨询。

摆放宣传展板、悬挂宣传横幅、发

放招生政策指南、现场宣讲政策……

各点位多形式为居民解答招生入学热

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现场工作人员耐

心细致，为群众解决了许多有关招生

的疑惑，让家长们“怀着问题而来，揣

着满意而归”。

“在听取了天府三中老师对招生

政策的介绍后，我们对如何提交相关

资料、填报入学志愿，以及查看摇号结

果等整个流程都有了清晰的了解。天

府新区的招生政策，我很满意。”有家

长谈到，如今随着天府新区全域多校

划片的落实，每个孩子均可填报3所学

校志愿，保障了教育的公平性，带给家

长的是实实在在的利好。

在大石社区点位，连绵细雨丝毫未

能阻挡居民前来咨询的热情。现场工作

人员贴心地为大家撑起雨伞，细致耐心

解答的画面格外温暖。来自白麓幼儿园

的教师志愿者说，发放宣传资料、播放

政策解读视频、现场解读政策等丰富的

宣传形式，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特别

是政策解读小视频，给很多留守儿童家

庭的家长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指导，真正

为群众办了实事、解了难题。同时，用实

际行动践行教育人的初心和使命，在让

群众感到舒心的同时，更让自己收获了

满满的成就感和自豪感。

据悉，为了精准服务群众，打通招

生政策宣传的“最后一公里”“堵点”，

除了通过新媒体宣传、印发资料，对招

生政策进行宣传和解读外，四川天府

新区社区治理和社事局还开展了招生

政策“三进”活动，包括组织学校（幼儿

园）党员教师到各街道社区点位，开展

“招生政策进社区”活动；组织专班人

员走进企业、深入新区部门，开展“招

生政策进企业、进机关”活动。

本报讯（记者 葛仁鑫）4月8日至

9 日，2024 年全省电教战线主任（馆

长）研讨会在南充市举行。会议以座

谈和专家辅导报告的形式，围绕四川

教育数字化工作交流经验、听取建

议、学习策略。教育厅党组成员杨玉

春参加研讨会。

会议听取了四川省教育大数据

平台顶层设计汇报。建设四川省教育

大数据平台，是我省推进教育数字化

战略工程的重要举措，有助于规范教

育数据管理、促进教育数据开放共

享、支撑教育科学决策管理，对四川

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相关

工作正在有力推进中。

座谈会上，21个市（州）电教战线

相关负责人围绕四川省教育大数据

平台建设、国家和省级智慧教育平台

应用、数字资源体系建设等方面建言

献策，杨玉春认真听取大家的建议后

作总结点评。他指出，党和国家高度

重视教育数字化工作，我省就实施教

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也作出了部署，电

教战线要进一步落实相关政策要求，

建强工作队伍，更新知识体系，不断

提升服务教育数字化转型、服务教育

管理决策能力。

在专家辅导报告会上，教育部基

础教育信息化教学指导专委会委员、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玉顺从理解数

字转型与智能升级、数字赋能教育高

质量发展、区域教育数字化生态构建

三方面出发，结合理论、政策和实践

案例，分享了推动基础教育数字化工

作的策略与建议。

教育厅教育信息化处负责同志，

四川省教育信息化与大数据中心（四

川省电化教育馆）班子成员，各市

（州）教育行政部门分管负责人和电

教战线负责人参加会议。

教育部部署开展义务
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

2024年全省基础教育数字化工作推进会在南充市召开

坚决落实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2024年全省电教战线主任（馆长）研讨会举行

建强工作队伍 提升服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