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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力教育事业优质均衡发展

王安伟

中共南京市鼓楼区委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南京市鼓楼区共有中小学、幼儿园 165

所，在校生近 13 万人。近年来，鼓楼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锚定建设“江苏最好、全国首善”现代化教育强区目标定位，

精心打造“优质、开放、特色、多样”的教育品牌，获评江苏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教育事业满意度持续提升。

发挥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完善区域教育发展布局

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摆在优先位置，聚力解决教育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努力让每个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

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区委常委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强化区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作用，配优配强区委教育工委，扎实开展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改革，把中学领导班子纳入区

委管理，把党组织作用发挥落实到教育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通过组织教师集体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举办教育系统学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报告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举办“加快建设教育

强国，鼓楼教育系统这么干”系列访谈，从思想伟力中汲取办学动力。坚持党建引领学校发展，通过“党建+文化”建设，累计

培育 3 个江苏省中小学校党建文化品牌项目、17个南京市中小学党建文化品牌示范点，构建起“一校一品牌”的红色雁阵。

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综合考虑片区发展、人口流动、城市更新等多重因素，通过学校新建和改扩建、名校办分校等方式，

持续推进老城优质教育资源“西进北上”工程，补齐滨江、铁北等区域基础教育短板。近年来，先后新建、改扩建各学段学校

21所，累计投资达 20.48 亿元，新增建筑面积 33.13 万平方米，在空间资源紧张的情况下增加教育用地 17.27 万平方米，有效

缓解了片区教育供给紧张。坚持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享受同城待遇、同班就读、同步发展，对幼儿园至高中各学段困难家庭

学生实行全覆盖资助，确保残疾儿童 100%入学，按照同级学校 8倍的标准拨付特殊教育学生公用经费，让每一个困难孩子都能

享受到平等、优质的教育机会。

深入实施集团化办学。2007 年率先探索小学集团化管理，随后拓展到学前教育和初中学段，先后形成 9 个幼教发展共同体、

7个小学教育集团、3个初中教育发展联盟，催生出芳草园小学、天正小学等一批社会认可的新生代优质学校。推出集团化办学

升级版，实施小学教育集团“全覆盖立体化”管理、初中学校发展联盟建设提升等行动方案，通过集团核心学校、新优质学校、

项目学校联动，加快形成立体化、多层次、渐进式的集团发展态势。把教师资源共享作为关键一招，开展教师“区管校聘”集

团化管理，2023 年秋季共流动教师和校长 696 人，其中骨干教师达 328 人，有力带动学前和义务教育质量整体提升。

落实学校办学主体地位，推进自主发展、内涵发展

增强学校自主发展意识，优化学校自主发展策略，为每一所学校创造自主发展的机会和条件，持续提升区域教育综合竞争

力。

守正创新，守牢立德树人初心。从清光绪年间创办汇文书院到 1923 年陈鹤琴先生创办鼓楼幼儿园，鼓楼称得上是中国近现



2

代教育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上世纪 80 年代又率先探索开展素质教育。经过长期实践，形成了具有鼓楼特色的“活教育”思想，

以及“为儿童的学习”“小主人教育”等教育理念。聚焦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分别组织鼓楼幼

儿园、琅琊路小学等深化课题研究，指导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不懈探索，巩固自主发展优势。坚持“一校一战略”，支持学校围绕管理团队、教师发展、学生发展、课程改革、文化建

设五个维度，探索实践、塑造特色，形成“多元互动、和而不同”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教育发展生态。加强教育教学

创新改革，成立 3个学前教育研究所，建立 5 个内涵发展研究联合体，先后获评 9 项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39 项江苏省

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全面贯彻“双减”要求，支持学校探索个性化举措，拉萨路小学校内校外协同育人的创新实践、金陵汇

文学校（小学部）优质家长课程助力课后服务入选南京市典型案例，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校获评首批省市“双减”示

范创建学校。

强基固本，锻造一流教师队伍。深入实施“优培、优引、优提”的“三优”工程、“名师、名校、名校长”的“三名”计

划，区委、区政府从 2015 年开始每年拿出 1000 万元奖励“名、特、优”教师，连续 12 年举办暑期教师集中培训，围绕不同学

段、不同层次、不同类别教师的多样化需求设置培训内容，打造教育家型校长团队和教师团队，区党政领导每年到暑期教师集

中培训班作专题报告，先后创建 11 个省级、市级“四有”好教师重点培育团队，现有特级和正高级教师 65 人，累计培养区级

以上骨干教师近 3300 人、占教师总量的 44%。

完善各方参与工作格局，营造良好教育发展生态

完善全员育人模式，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推动三者良性互动、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为教育工作创造良好的

家庭氛围、学校生态、社会环境。

探索家校共育的有效路径。在南京率先成立区级家庭教育指导委员会，围绕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提升家长科学陪伴能力

等出台系列政策，设立家庭教育指导专家智库，成立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和“家校协同”工作室，推动《家庭教育促进法》落地

见效。把家长学校建设纳入家校共育服务体系，构建“一个家长总校+百分百家长分校”的网络格局，打造家长总校公益讲堂“第

三间教室”，在全区所有中小学广泛实施全员导师制，开展科学、有效的家校沟通和家庭教育指导，不断强化家校协同育人作

用。打造“鼓楼 e学校”“鼓楼教师在线”“宝爸宝妈学堂”等在线辅导和互动平台，为学生和家长答疑解惑，疫情“停课不

停学”期间服务 42 万余人，课程总访问量达 6786 万人次，以有深度的技术创新实现了有温度的家庭教育。

完善区校协同的责任机制。探索构建新型区域教育治理体系，促进行政部门与学校协作协同，出台“主动服务办学项目管

理二十条”，围绕引领办学方向、提升办学品质、优化办学队伍、营造办学生态，明确各部门各单位责任清单、服务清单，为

学校优质、特色发展营造良好条件。在区党代会设立教育工委代表团，在区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教育代表组，推荐优秀教师担任

区政协委员，广泛听取教职员工呼声，汇聚教育系统智慧力量。

营造社教协作的良好氛围。将法治资源与教育资源深度融合，加强校园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推进法治副校长规范化聘任管

理全覆盖，持续提升教育领域依法治理能力水平。面向中小学生积极组织“学雷锋日”等文明培育活动，打造南京大学附属中

学楹联文化教育馆、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学儒学馆等教育实践基地，用好特色传统文化元素，培育健康活力、庄重典雅的校园文

化，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驻区红色资源优势，创新组织红色夏令营、实地研学等活动，打造老将军、老党员

上微党课等特色品牌，认真办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月”，在国旗设计者曾联松母校宁海中学打造“国旗教育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