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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支撑、服务经济
发展，经济发展促进教育
水平提升。”省人大代表、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兰
绍清指出，建议坚持职业
教育类型定位，构建纵向
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

一是加强普职融通，搭
建大学与高职立交桥。依托
福州大学城教育资源集聚优
势，推动福大、师大、农大等
大学与高职院校的深度合

作，先行先试，打通高职生向
上求学的通道，打破职业教
育升学的天花板，为学生升
学提供多元选择机会。

二是根植福建本土，探
索新时代中国特色高职教
育发展的福建实践。持续
深化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
供给侧与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的人才需求侧紧密结
合起来，创新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机制体制，丰富职业
教育的力量，灵活职业教育

办学模式。
三是加大对职业教育

的支持力度，加快推进职业
本科教育。希望省市进一
步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支持
力度，将优质职教项目纳入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储备范
围，遴选高水平职业院校和
专业，先行先试，逐步推广
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为实
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福建实
践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技术
技能支撑。

建设教育强省 代表们“华山论剑”
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我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今年省两会上，代表们围绕

教育话题建言献策
新增普惠性托位2万多个，新增公办学前教育学位6.7万个、义务教育学位13万个，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1%，去年，

我省教育事业取得新成效。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建设
教育强省，促进普及普惠、安全优质，统筹推进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协同创新、融合发展。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如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省、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在省两会上，代表们为我省教育事业发展提了哪些金点子、好建议，一起来看看。

人口是社会发展的基
石，在国家放开二孩、三孩政
策后，部分育龄人群生育意
愿并未明显上涨。因此，省
人大代表、宁德市屏南县古
峰镇佳洋社区党委书记陆盛
彪指出，鼓励生育政策应该
做到措施更加精准，不妨把
降低教育负担作为鼓励积极
生育的重要切入点，将九年
义务教育延长至十二年，把
幼儿园的三年教育纳入义务
教育范畴。

“学前教育应该是重要
的社会公益事业，加大对学
前教育的投入和支持，普及
学前教育，提升学前教育质
量，将有助于提高整体教育
水平和国民整体素质。”陆盛
彪指出，孩子看、说、动手、分
辨能力都要从零学起，这些
在幼儿园阶段学习的技能对
于未来长达十余年的教育过
程，具有原始的基础性。然
而，目前学前教育仍是基础
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
存在总体水平低、普惠优质
资源不足、城乡间办园条件

差距较大以及公办幼儿园入
园难等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陆盛彪
建议：一是加大对学前教育
的投入，缩小公办和民办幼
儿园的差距。省、市、县政府
应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
步将义务教育的年限往前移
到学前 2 至 3 年，体现公益
性，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
育范畴。二是严格办园审批
准入机制，适度提高“门
槛”。包括硬件设施、园长资
质、教师从业资格等，公立和
其他普惠性幼儿园的标准要
统一，以便幼儿园毕业后能
更好地和小学接轨。三是加
强对幼教队伍培训。要像九
年义务教育一样，通过教育
学院、教师进修学校，对幼儿
教师进行专业培训，提高幼
教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水
平。教育主管部门要严格加
大对幼儿教育大纲实施情况
监管，使下一代孩子在适当
的年龄得到适合的教育，以
防幼教“小教化”，使幼儿身
心得到健康发展。

省人大代表、福建省
漳平木村林产有限公司董
事长吴哲彦认为，中考各
科分数占比与高考各科分
数占比不一致，学生在学
习政治、历史、地理、生物
等分数占比较小的科目时
会选择性安排学习时间，

甚至一些家长出于升学考
虑会对科目学习有所取
舍，影响学生基础知识的
掌握。此外，部分学校可
能也对上述科目课时安排
和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升
入高一的学生在学习这些
科目时显得较困难。

因此，吴哲彦建议，为
使学校和学生能平等对
待各个考试学科，学生掌
握的知识能够全面发展，
与高中学习能有效衔接，
应优化中考部分学科分
值，与高考相应科目的分
值一致。

“‘后双减’时代，我们
需要重视三个问题。一是
课后服务中，特色课程指
导教师（非学科类）师资不
足；二是延时工作让教师
出现精力不足现象；三是
家校有效性的互动相对比
较薄弱。”省人大代表、福
安市韩城第一中心小学教
师雷晓华说道。

为此，雷晓华建议，
各校应完善师资，保障服
务助力“双减”教育。可
向社会招募有资质的志
愿者参与课后服务，在资

金不足的情况下可选派
在校大学生，鼓励他们下
基层服务参与时间，一方
面为他们步入社会打下
基础，另一方面亦可补充
师资不足现状。

同时，优化课后服务
时间，促进和提升“双减”
教育。一方面，各校应对
各类工作例会和学科教研
进行时间优化安排，也可
以主动地减少各类事务性
的安排，给参加课后服务
的老师腾时间。另一方
面，及时做好心理疏导和

补充休息制度，探索实施
弹性上下班和补充休息制
度，从制度上做好课后服
务教师的坚强后盾。

此外，家校合力共振，
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家长
应关注未成年子女品德、
良好学习习惯、行为习惯、
生活习惯以及科学探索精
神和主动创新意识的培
养。学校也可通过开展家
校座谈会等各类活动，畅
通学校家庭沟通渠道，推
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
互配合。

关注学前教育
现状：目前，幼儿“入

园难、入园贵”已成为一
种社会现象，特别是实施
二孩、三孩生育政策以
来，如何减轻家庭在养
育、教育子女方面的压
力，备受市民关注。学前
教育费用高，一般工薪家
庭很难承受，“读得起大
学，上不起幼儿园”的现
象确实存在。

声音：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畴

关注义务教育
现状：随着“双减”政策在各地深入推动，新的教育生态初步形成。学校增设了课后

服务等一系列举措，许多学生的作业负担减轻，家长的时间分配也更从容。部分家长对
学校课后服务质量的期望值日益增加。

声音：优化教学增效 促“双减”政策可持续发展

N海都记者 罗丹凌
唐明亮 刘文辉

声音：调整中考部分学科分值 使其与高考一致

关注职业教育

声音：加强普职融通 搭建大学与高职立交桥

现状：中考与高考是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目前，中考各学
科成绩在投档总分占比上有较大差距。其中，语文、数学、英语各
占150分，物理90分，化学60分，政治、历史各占50分，地理、生物
各占30分，中考各科分数占比与高考各科分数占比不一致。

现状：目前，福州市共有高职院校8所，在校生6.3万人，中职学校23所，在校生4.9万
人。职业教育“转型”“合办”“升格”“转设”等四条主要路径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与经
济强省的发展要求存在一定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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