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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急难愁盼在哪里，教育改革的

发力点就在哪里。近年来，四川在推进

教育机会公平、资源配置公平、制度政

策公平等方面持续发力，不断促进教育

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人民。

“没想到临近毕业，还有机会与优

质企业的招聘代表进行深入交流，我感

到特别温暖。”今年5月30日，西南石油

大学2024届毕业生柴敏在学校举办的

“百日冲刺”专场招聘会上，与自己心仪

的就业单位成功签约。近年来，为确保高

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该校发挥校

园招聘主渠道作用，实现了招聘季“天天

有宣讲、周周有双选、月月有专场”。

就业是民生之本。近年来，四川将

毕业生就业工作列为高校“一把手工

程”，抢抓就业工作关键期，千方百计拓

宽就业渠道，托起了万千家庭“稳稳的

幸福”。

与此同时，一场关于人才培养的改

革正向纵深推进。

今年4月11日，四川省人工智能学

院在电子科技大学揭开面纱，成为四川

人工智能发展的标志性进展。与普通教

学科研单位不同，学院统筹了人工智能

领域大院大所、名企名校资源，组建产

教融合协同育人联合体和科技创新联

合体。

打破校际壁垒、政策藩篱、体制障

碍，“超常规”成为学院建设的关键词。

学院的成立指向一个深层次改革命题：

如何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

一体改革，服务好支撑好国家战略和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二级学科过多、学科方向太散、现

有资源难以支撑……2020年以来，四川

在全省高校中开展“对标竞进、争创一

流”活动，深入推进“就业—招生—培

养”一体联动，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

力度，调结构、强效能、提质量，实现办

学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

在四川大学，一些曾经的热门专业

被撤销；在四川农业大学，20多个市场

前景不好、就业难的专业被叫停；在成

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校企联合建立并

完善专业建设评价体系，全面实施“一

年一小调、三年一大调”的专业内部诊

断与改进措施，专业建设水平不断提

高。

“十四五”以来，全省新增人工智

能、智慧农业、机器人工程等急需紧缺

和新兴交叉专业 405 个，撤销专业 161

个，高校学科布局和专业结构对国家重

大战略和全省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的支

撑度不断提升。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

陡。”步入教育改革“深水区”，从制约教

育改革发展的体制性、制度性障碍“破

冰”，到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破解”，再

到重要领域创新突破“破土”，四川教育

正书写着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精彩答

卷。

四川纵深推进教育改革，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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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鲁磊

近年来，多名教师“组团”同上一门课程，在西华大

学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工程造价系已成常态。

面对新理念、新技术给课程建设和教学方法带来的

巨大挑战，该系教工党支部党员教师李海凌、卢永琴、郭

丹丹等组成“头雁”攻关小组，争分夺秒、挑灯夜战推动

教学改革，在教学中实现了多学科交叉融合，有效提高

了学生培养质量。

推动党建与教学工作深度融合，在西华大学，教师

人人思改革，“群雁”竞飞忙教学，课程质量越来越高。

巴中市通江县胜利乡位于秦巴山深处，距离县城

100多公里，是全县最边远的乡镇。曾经，胜利小学就像

“练兵场”，教师来去匆匆，最多一年走掉了9个。

近年来，四川深入推进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

负责制改革，胜利小学牢牢抓住基层党建这个重点，破

解边远农村学校师资不稳定难题。

在胜利小学，教师长期“驻校”，学校把工会活动与

党员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理论学习读书会办得有声有

色；每逢节假日，学校组织教师瞻仰革命遗迹，收集红色

故事，编写红色文化校本教材；还把党建与师德师风建

设相结合，将发展学科骨干与发展党员同步推进，增强

党组织的号召力和党员的荣誉感。

莽莽群山中，胜利小学党支部就像磁铁石一样把教

师们凝聚起来，让学校发展有了无穷的动力。“学校这几

年招聘的教师，一个都没走！”

加强党的领导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定海神

针”。近年来，四川针对党建工作薄弱环节持续发

力：连续5年印发高校党建年度重点任务，实

施民办高校党建质量提升计划，实现民办高

校党组织书记选派全覆盖并逐步优化，推

动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党建共建；截至

2023年底，完成8755所中小学校党组织

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改革，提前 1 年完

成整省改革任务。

几年来，全省各地各校通过强化政

治引领，把加强党的建设与各项事业发展

有机结合，既有效破解了改革发展难题，更

有力保证了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把党

的领导融入办学治校的各个环节。

如今，全省各地各校掀起了党建质量创优的

高潮，“红色引擎”动力正劲。

龙泉山上桃花开，青龙湖畔白鹭飞。

坐着地铁去成都东郊赏花观鸟，是近几

年成都市民中流行的一项休闲活动。

坐落于青龙湖畔的成都龙泉驿青

龙湖小学依托良好自然环境，开展以

“生态文明”为主题的校园文化和校本

课程建设，曾经位置偏远、名不见经传

的乡村学校终于打了个“翻身仗”，不少

城市学校争相学习。

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的“极核”城市，成都市肩负着为

176万适龄儿童少年提供优质均衡教育

的重任。成都始终坚持全市“一盘棋”，

按照地方财力大小、项目建设体量、教

育投入及绩效等原则，千方百计增加义

务教育投入，推动项目资金重点向农

村、经济落后的乡镇和薄弱学校倾斜。

一大批像青龙湖小学这样的乡村学校

被培育为“新优质学校”。

成都市城乡学校面貌之变，是四川

省努力办好人民群众家门口教育的一

个缩影。

绿树掩映的萃屏公园中，窗明几净

的广安市广安区幼儿园矗立其间。以幼

儿园为中心，6 条便民通道呈放射状延

伸到山脚，串联起一个个老旧小区。而

在6年前，幼儿园只有一条狭窄的梯步

与外界相连，放学时段道路堵得水泄不

通，给群众造成极大不便。

“幼儿园关系到老城区不少低收入

家庭子女的就近入园问题，花再大代

价，也要把路打通！”2018 年，广安市推

进实施“全域公办学前教育示范市三年

行动计划”，提出“3年让80%以上的适龄

儿童上公办幼儿园”，加快公办幼儿园

的新建和改建，于是便有了如今广安区

幼儿园“四通八达”的格局。

这几年，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中学

英语教师马雪梅的学生越来越多，她的

课堂通过网络直播到了甘孜州更为边

远的农牧区县学校。让她没有想到的

是，不少在网络“那头”的班级，平均成

绩超过了网络“这头”的本班。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之路上，四川决

不让一名学生落下。近年来，我省创新

构建“四川云教”新型远程教育教学模

式，将省内各学段优质学校与民族地

区、偏远薄弱地区学校链接成为“全学

段、多模式、高质量、广受益”的远程教

育协作联盟，助推全省基础教育高质量

发展。截至目前，联盟覆盖薄弱学校

1700余所。

依托“四川云教”，甘孜州努力将外

来资源“内化”为本土优质资源，越来越

多的薄弱地区本土优秀教师走上网络

平台。教师们既有前沿视野又接地气的

讲授，受到了越来越多边远农牧区师生

的喜爱。

以人民为中心是推进教育改革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让人民群众享受

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四川持续

发力，一幅学有良教、学有优教的教育

画卷正在巴蜀大地徐徐展开。

3276亿元
2023年全省教育总投入3276亿元，

比 2018 年的 2265 亿元增加 1011 亿
元，年均增幅达6.34%。

363万人
2018年以来，全省有毕业生的高校从

2018 年的 110所增加到 2024 年的 134
所，应届高校毕业生从 2018 年的 42.76
万人增加至2024年的63.45万人，累计

向社会输送毕业生达到363万余人。

102万人
截至 2024 年，全省有高职专科学校

85所，职教本科学校2所，较2017年高等

职业学校数增加29所，实现21个市（州）

高职学校全覆盖；在校生 102万人，较

2017年在校生增加39万人。

100.52%
2019 年，全省高校专职思政课教师

2634人，目前，全省高校专职思政课教师

6594人，配齐率100.52%；2019 年，全

省专职辅导员6489人，目前，全省高校

专 职 辅 导 员 12934 人 ，配 齐 率

100.34%。

116所
2019 年，全省38所高校建立马克思

主义学院，目前，全省116所高校建立马

克思主义学院。

101亿元
各级财政投入学生资助资金从 2018

年的64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101亿元
（不含普惠性资助项目）。

93.45%
截至2023年，全省学前三年毛入园率

93.45%，比 2017 年提高了 11.31个百
分点。

97.77%
截至 2023 年，全省义务教育巩固率

97.77%。

94.38%
截至2023年，全省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4.38%，为更多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

育的机会。

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向改革深水区全力推进

把好学校办到老百姓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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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四川省教育厅

2020年11月，成都市教师团队赴凉山州雷波县结对帮扶，送教走
进雷波县汶水镇中心校等，孩子们在课堂中积极踊跃回答问题。

电子科技大学材料与能
源学院师生在开展

电子信息材料的
制备实验。

2024 年 5 月 20 日，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附属实验幼
儿园的幼儿尽
情享受户外游
戏活动的乐趣。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休刊启事
本报9月17日休刊，19日恢复出报。

一个人口超过9000万的西部教育大省，如何走出一

条符合自身实际、具有自身特色的奋进之路？加快建设高

质量教育体系、实现教育大省向教育强省的豪迈跨越，保

障每一个孩子公平受教育的机会，让人人都能因教育而

“出彩”，是新时代赋予四川教育的重大命题。

近年来，四川纵深推进教育改革，加快推进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推动治蜀兴

川再上新台阶贡献教育力量。

建设教育强省的宏伟战略，正在巴蜀大地徐徐展开；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正从梦想照进现实，四川以改革之

笔书写教育强省建设新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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