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89 . 24%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 97 . 69%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7 . 18%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52 . 89%

70年来，山东教育事业与时代同步、与祖
国同行，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省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坚持把教育
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作出了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省
的规划部署。2018年，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到
89 . 24%，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97 . 69%，高中
阶段毛入学率为97 . 18%，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到52 . 89%，各级教育普及程度均居全国前列；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均衡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建设、教师队伍建设等工作在全国叫响，
山东教育构建起了基本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教育体系。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均衡发展

山东是个人口大省、教育大省，伴随着新型
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乡村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城
镇大班额问题严重，城乡义务教育改革发展面临
巨大挑战。为破解“乡村弱、城镇挤”这一“难
题”，我们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
求，按照“城乡一体、统筹实施、乡村提升、城
镇扩源”的思路，聚焦“人”“地”“钱”等关
键因素，统筹谋划、全力保障，推动实现城乡义
务教育基本均衡。

一是坚持双轮驱动，统一资源配置。在农村
重点推进“全面改薄”工程抬谷底，在城镇大力
实施化解“大班额”工程扩资源，推进城乡学校
办学条件一体化。经过几年努力，全省纳入“全
面改薄”工程的9579所学校全部达到了“20条底
线”要求，农村学校办学条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化解“大班额”工程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所
3437所，新增学位270多万个，义务教育大班额比
例由2014学年度的19 . 77%降至6 . 69%，66人以上超
大班额基本消除。

二是强化补充交流，解决“人”的问题。通
过创新编制管理，突破教师编制“瓶颈”；实施
县管校聘，推动师资配置“均衡”；加大乡村学
校优秀教师补充力度，补齐乡村教师“短板”等
举措，城乡教师队伍建设一体化推进。

三是实施三级统筹，解决“地”的问题。设
立绿色通道，涉及需要新增用地指标的，由省、
市、县三级统筹保障，确保学校建设用地应保尽
保。2015年以来，省级层面累计统筹新增用地指
标30000亩以上。

四是加大投入保障，解决“钱”的问题。
“全面改薄”工程中，省级财政5年拿出了71 . 6
亿元进行支持，累计投入资金850亿元。化解
“城镇中小学大班额”工作中，省级财政安排
以奖代补资金42亿元，支持引导各级财政投入
资金约300亿元，累计总投入达1200多亿元。自
2016年起，我省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校生均公
用经费基准定额，建立起各级政府分项目按比
例分担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2018年，全省小学校际差异系数由2012年的
0 . 61降低到0 . 43，初中由0 . 50降低到0 . 35，农村学
校普遍达到省定办学条件标准。全省137个县
(市、区)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国家评
估认定，实现了“满堂红”，山东成为整体通过
人口最多、县(市、区)数量最多的省份。今年，

《山东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创新实践》作为典型
案例，入选中央组织部编选的《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改革发展稳定
中攻坚克难案例》丛书。

创新建设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高地

我省在全国率先以省为单位建立起支持和推
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体系，制定50多个政
策文件，建立30多项制度，涵盖考试招生、人才
培养、“双师型”队伍、校企合作、办学制度、
保障机制、管理体制等各方面，构建起上下贯
通、左右衔接的人才成长“立交桥”，规模质量
均位居全国前列。

目前，全省中等职业学校现有398所，在校
生75万人；高等职业院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实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达到78
所，在校生97万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学校
3所，占全国五分之一，2019年首次招生5100人。
全省职业教育开设专业600多个、专业点6000多
个，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全省职业院校每
年为社会培养输送近60万名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
技能人才，中职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
高职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0%，已经成为培养高素
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主体力量。

近年来，我省多次就职业教育改革在各类国
家级会议上作典型发言，先后荣获第四届全国教
育改革创新典型案例最高奖项特别奖、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全国首个中等职业教育特等奖等一系列
重量级表彰。2018年，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教学能力大赛中，山东的总成绩均位列第
一；今年又入选全国首批职教改革成效明显省
份。7月份，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来鲁考察调研，
决定省部共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先行区，把山东
打造成为中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高地，山东职
业教育改革发展迎来新机遇。

“双一流”建设谋求新突破

2016年，我省率先启动了高等教育综合改
革，正式启动了“双一流”建设。经过三年多的
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全
面起势。

一是推进科教融合发展，优化高等教育结
构。整合泰山医学院与山东省医学科学院组建山
东第一医科大学，整合齐鲁工业大学与山东省科
学院组建新的齐鲁工业大学。成立尼山世界儒学
中心，筹建康复大学。全省博士学位授权点已达
164个、硕士学位授权点1028个，有本科专业共377
种，布点数3408个，其中37个本科专业实现了布
点从无到有的突破，学科专业建设与经济社会发
展的匹配度不断提高。

二是加大一流学科建设力度，提升高校学
科综合实力和竞争力。2016年来，共投入36 . 65
亿元，对20所高校46个学科进行了重点建设。6
所高校进入ESI中国大学综合排名前100名，21

所高校的72个学科进入ESI学科前1%。相比2016
年底，省属高校ESI排名上榜高校数增加11所，
增幅157%；上榜学科数增加28个，增幅187%。
下一步我们将启动“高峰学科”建设计划，争
取在国家一流学科增列和第五轮学科评估中实
现新突破；同时面向我省经济建设主战场，建
设一批优势特色和新兴交叉学科，打造我省
“学科高原”。

三是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服务“八大发展
战略”需求。2017、2018两年，我省高校以第一
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科技奖励12项，占全省获奖
70 . 6%；获得省科技奖励136项，特别是在自然
科学奖和技术发明奖中，高校获奖50项，占比
82%，充分发挥了基础研究和重大原始创新研究
的主力军作用。高校主动对接国家和省重大战
略意识明显增强，各高校相继出台服务新旧动
能转换重大工程贯彻落实行动方案。

2019年4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
进新时代山东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
见》，从深化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
面，对未来十年山东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作出
了总体部署和战略设计，标志着我省高等教
育进入“内涵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时
代。

让教师更好担当起引路人的责任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省作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验区，在师德师
风建设、中小学教师编制和补充、“县管校
聘”、校长职级制改革、高校人员控制总量和
岗位管理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教师队
伍建设水平显著提升。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提高教师队伍政治素
质。加强教师党组织和教师党员队伍建设，实
施“双带头人”培育工程。将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教师培养培训的重要
内容，引导教师守好阵地，站好讲台。落实师
德师风第一标准，坚持全员、全方位、全过程
师德养成，开展教师宣誓活动，对师德失范行
为实行“一票否决”。加大教师表彰力度，大
力宣传教师先进典型，重振师道尊严，营造尊
师重教良好社会风尚。

二是深化机制改革创新，激发教师队伍内
在活力。探索中小学教师编制和补充机制，近3
年全省新增教师12 . 87万人，较好地解决了师资
短缺难题。全面推进中小学教师“县管校聘”
改革，将教师从“学校人”变为“系统人”，
累计交流轮岗校长、教师14 . 84万人次，城乡师
资配置得到优化。深化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
革，全省16市全部完成校长职级认定和聘任工
作，初步建立起以职级制为核心的校长管理体
制。深化高校岗位管理制度改革，按生员比计
算岗位总量，实行动态调整，下放高校职称评
审权。加强高层次人才建设，全省高校院士、
泰山学者等高层次人才达到835人，相比2012年
增加了约2 . 6倍。

三是坚持保障优先，提高教师队伍地位
待遇。实施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乡村教师
支持计划和乡村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大
幅度提高教师职称岗位比例，各项惠师政策
逐步落实。全面落实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建
设好乡村教师周转住房，保障乡村教师交通
补助、教师体检等优惠政策落实到位。深化
职称制度改革，建立“定向评价、定向使
用”的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在乡村中
小学从事教学工作10年、20年、30年以上的教
师，申报中级、副高级、正高级职称不受岗
位结构比例限制。

山东教师队伍建设的探索和经验，赢得了
广泛肯定，在全国教育大会作为5个发言省份
之一进行典型发言，《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激
发教师队伍活力》案例以排名第一的成绩获得
第五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优秀奖。教师队伍建
设的山东模式“10条经验”，被教育部推荐各
地学习借鉴。

70年来，山东教育事业取得的辉煌成就，
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巨大政治优势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制度优势。我们
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争做努力
奔跑的“追梦人”，勇做新时代泰山“挑山
工”，续写教育奋进之笔，为加快教育现代
化、建设教育强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
不懈奋斗。

(作者系山东省委教育工委常务副书记，
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

山东教育70年—

让教育改革发展走在前列
隔 邓云锋

教育是民生之首。党的十八大以来，山
东坚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
加大民生投入，教育民生大幅改善。

学前教育普惠保障能力不断提升。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省着力破解“入园难”“入
园贵”问题，先后组织实施了三期“学前教
育三年行动计划”，不断加强学前教育资源
建设，累计投资300余亿元，新建、改扩建幼
儿园2万余所，新增学位200多万个，学前教
育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对比2 0 1 2年数
据，全省幼儿园由17530所增加至20231所，
增长15 . 4%；在园幼儿由251 . 86万名增加至
307 . 55万名，增长22 . 1%，学前教育三年毛入
园率由67 . 3%提高至89 . 24%，实现了由“幼儿
托管”向科学规范的“学前教育”转变。

城乡义务教育实现基本均衡。新中国成
立初期，山东教育基础较为薄弱，适龄儿童
受教育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1949年，全
省仅有普通初中66所，在校生3 . 89万人；小
学在校生 1 9 3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仅为
20%。70年来，山东省义务教育经历了从建
立、完善、巩固到提高的一系列巨变，特别

是1986年《义务教育法》实施后，全省义务
教育覆盖面、入学率、巩固率持续提高，城
乡教育差距不断缩小，适龄儿童少年受教育
权利得到充分保证。2018年，全省中小学布
局趋于优化，小学教育在校生增长到725 . 97
万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 . 76倍；初中教
育在校生增长到345 . 72万人，是新中国成立
初期的88 . 87倍。137个县(市、区)全部通过义
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国家评估认定，实现了
“满堂红”。

教育弱势群体得到全方位关爱。我省实
施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全面推进残疾儿童少
年15年公费教育，初步构建起医教、康教结
合的服务体系，受教育对象覆盖所有类型残
疾儿童少年，特教学校布局更加完善，全省
30万人口以上的县(市)全部建有特教学校，
目前全省共有独立设置的特殊教育学校149
所，在校生30473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服务
得到高度重视，扶贫工作重点村学校留守儿
童关爱室实现全覆盖。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就学得到基本保障，随迁子女在公办中小
学校就读的比例达到92%。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大力落实教育优先
发展战略，建立健全了各教育阶段生均拨款制
度，不断加大教育专项投入，努力拓展教育经
费筹集渠道。教育经费投入大幅增加，经费保
障体制不断完善，有效促进了教育事业改革发
展。2018年全省教育经费总投入为2634 . 93亿
元，比2012年的1667 . 62亿元，增加967 . 31亿
元，增长58 . 00%。其中，财政性教育经费收入
2169 . 87亿元，比2012年的1406 . 48亿元，增加
763 . 39亿元，增长54 . 28%。

学生资助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学生资助
制度体系经历了从单一化到多元化再到全覆盖
的发展历程，学生资助制度不断健全、资助资

金投入力度不断加大、资助工作内涵不断丰
富，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撑起了一片蓝天，践
行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的庄严承诺，为打赢脱贫攻坚战、阻断贫困的
代际传递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学生资助基
本实现了“三个全覆盖”，即各个教育阶段全
覆盖、公办民办学校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全覆盖。2012年以来，我省学生资助财政投
入资金累计318 . 8亿元，资助学生(幼儿)累计
12309人次。年财政投入资金从2012年34 . 8亿
元，增长至2018年的57 . 7亿元，增长了60 . 3%；
年资助学生(幼儿)从2012年的1032万人次，增
长至2018年的1169万人次，增长了13 . 3%。

山东教育民生大幅改善

教育经费保障水平不断提高
2018年

山东教育有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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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7年全省中小学“大班额”变化情况图示

学校类型

处数（所） 在校生数（万人）

2012年 2018年 2012年 2018年

幼儿园 17530 20231 251 . 86 307 . 55

小学 11573 9674 627 . 67 725 . 97

初中 2965 3051 328 . 10 345 . 72

普通高中 557 620 164 . 54 164 . 21

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560 398 114 . 70 75 . 01

普通高校 137 145
165 . 85

（普通本专科）

204 . 08

（普通本专科）

研究生培养单位 33 33 9 . 82 12 . 13

2012/2018年山东教育规模一览表

70年来，山东教育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时期，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
大，党的十八大以来，山东教育也经历了从“没学
上”到“有学上”再到“上好学”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教育迅速建立起新型的
人民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此后，进行了多次轰轰
烈烈的教育改革和探索，其间也遭受过严重挫折，
走过光辉而曲折的历程，但总体而言，那个时期，
山东教育仍然是资源匮乏，人才短缺，高等教育领
域尤为突出，老百姓渴望接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
的愿望得不到充分满足，“没学上”是一个现实而
严峻的问题。

改革开放为山东教育带来了巨大变化，山东教
育遵循“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和
“科教兴鲁”的战略方针，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深
化，素质教育深入实施，各级各类教育快速发展。
2000年成功完成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

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历史任务，1999年以来高等教
育持续“大扩招”，我省高等教育规模得到有效扩
展。职业教育的特色、规模、政策制度也逐渐建
立，“有学上”在山东得以普遍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山东作出了优先发展教育事
业、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省的战略部署，紧
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稳步推进教育综合改革，
深入实施惠民重点工程，加快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山东教育综合实力全面提升，城乡义务教育迈向一体
化均衡发展，从“没学上”到“有学上”，再到今天
老百姓“上好学”的梦想正在逐步成为现实。

截至2018年底，全省共有普通高等学校145所，
普通小学9674所，普通初中3051所，普通高中620
所，中等职业学校(不含技工学校)398所，特殊教育
学校149所，幼儿园20231所，在校生总数1834万多
人，教职工近120万人，办学规模和在校生规模均
居全国前列。

从“没学上”到“有学上”再到“上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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