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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学校大班额问题工作情况调研
市政府研究室 市教育局

解决学校大班额问题是全市重点民生事项之一，为加快

推进这项工作，近日，市政府研究室会同市教育局进行了专

题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如下。

一、解决学校大班额问题取得明显成效

2016 年 1-8 月，全市共完成投资 14.2 亿元，占年度计划

的 70.3%，已消化 23.3%的“大班额”；开工学校 68 所，开

工校舍面积 109 万平方米；竣工学校 24 所，竣工校舍面积

59.2万平方米，新增学位 2.8万多个。2015年已招聘教师 2366

人；2016 年计划招聘教师 3239 人，占 2016 年解决大班额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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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教师配备计划的 104%。在去年底召开的全省解决大班额

问题推进会上，我市作了典型交流发言，今年 4 月 23 日，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伟在调研我市解决大班额问题等工作

后指出，我市解决大班额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

一是领导高度重视。市委、市政府将解决大班额问题列

为全市十件民生大事之一，市政府第 71 次常务会议确定将解

决大班额问题列为对县区科学发展综合考核和新型城镇化考

核内容，市政府成立了以张术平市长为组长，各县区政府和

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全市解决大班额问题工作领

导小组，张术平市长与各县区长签订了工作目标责任书，要

求各级、各有关部门切实解决好“人、地、钱”等问题，确

保到 2017 年底完成解决大班额问题工作任务。今年以来，市

政府分管副市长赵爱华先后两次到兰山区、兰陵县等县区调

研督导解决大班额问题工作情况，督促各县区按照计划加快

推进。各县区都对解决大班额问题工作高度重视，建立健全

了由县区长负总责的领导机制，明确牵头部门和各部门工作

责任，创新制定多项保障措施和推进措施，落实资金、供地

及师资增配等多项举措，按照时序进度加快推进。

二是坚持高标准规划建设。在摸清存量、测算增量的基

础上，市里先后 3 次召开专题会议对各县区的专项规划进行

审核和论证分析，并将解决大班额问题专项规划与正在实施

的《临沂城区教育专项规划》修编工作相结合，确保了专项

规划的科学性、专业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规划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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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7 年，全市规划新建、改扩建城镇普通中小学 204

所，新增班数 5154 个、新增学位 24.2 万个，规划总投资 64.6

亿元，新建、改扩建校舍面积 339.6 万平方米，新增用地 7366

亩，配备教职工 10936 人。各县区严格按照规划高标准实施

建设，在建设过程中注重加强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确保工程

质量达到设计标准，保证教学设施投入使用的实际效果。

三是着力解决资金问题。市财政在 2014 年以来每年安排

城区学校建设专项资金 1 亿元的基础上，2016 年安排专项资

金 4000 万元对县区解决大班额问题工作进行奖补。认真落实

省里关于减免中小学建设收费的有关规定，将 24 项行政事业

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收费予以全免，12 项经营服务性收费按

规定标准的 30-50%收取，为学校建设项目的顺利推进提供了

有力保障。积极争取政策性贷款，2 月份在全省率先与与省

财金公司签订政府购买服务协议，首批 125 个项目申请贷款

37.5 亿元。5 月底首批解决“大班额”项目贷款 1 亿元发放

至沂南、费县、莒南等县财政融资平台公司账户上，这是全

省首批发放的解决“大班额”项目政策性贷款，为全市解决

“大班额”问题工作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

四是充实完善师资力量。我市率先在全省实行“三个定

向”培养农村小学教师，即定向招生、定向培养、毕业时按

一定比例择优定向就业。近年来，全市共定向培养农村中小

学教师 1000 余名，正陆续走向工作岗位，极大缓解了全市农

村小学师资紧缺的困难。与此同时，我市还积极开展“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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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扶”培养农村教师工作和“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培养计划”。

积极落实全省统一招聘教师有关政策，创新教师引入机制，

直接选聘师范院校优秀应届毕业生充实教师队伍，取得了明

显效果。近三年，市直学校采取这种方式直接签约应届大学

毕业生近 300 人，全市共新招聘教师累计近 4000 名。

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工作进展不平衡。从校舍建设工程开工情况来看，

莒南县、河东区、临港区、高新区的开工率较高，进展较快；

兰山区、沂水县、兰陵县、平邑县的开工率不足，工作较为

滞后。

二是学校之间存在差异。大班额问题是城镇教育资源配

置不够均衡的外在表现，由于各学校基础条件、所处区位等

不尽相同，造成不同学校间发展状况实际存在的不平衡，原

有的重点学校领导班子、师资力量、基础设施等配备都比较

强，而且地理位置、校舍、教学条件最优，吸引好学生、好

教师大量涌入，资源优势的存在，使重点学校变为“名校”，

择校热、大班额经久不衰。而地域位置较偏、基础条件较弱

的学校，虽然不存在大班额问题，但对家长、学生的吸引力

不够强，优秀教师也存在流失现象。

三是社会办学发展较慢。目前基础教育阶段家长和学生

大都希望到好的公办学校就学，但实力强、条件好的公办学

校资源相对紧张。我市已有的商城实验学校、映达中学、协

和学校、童星学校等民办学校，由于教育资源配置、收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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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社会认可度等方面的原因，还难以从根本上满足社会和

家长让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需求。

三、强化措施，进一步优化城镇教育资源

在解决大班额问题的基础上，应当加大工作力度，从规

划建设、师资力量、社会办学等方面着手，加快优化城镇教

育资源配置，提升基础教育水平。

一是按时保质完成任务。根据市里确定的时间表和路线

图，严格落实解决大班额问题专项规划，确保高标准、高质

量地按时完成所有项目。建立健全中小学校舍安全保障长效

机制，确保学校建设安全，在学校建设过程中，严格落实国

家、省关于学校建设的标准和要求，把学校建成安全工程、

放心工程。

二是城镇新区建设合理配置教育资源。进一步完善全市

教育设施配套建设管理办法，确保在新建居住区加快推进教

育设施配套建设，严格执行居民区配套学校建设教育部门前

置审核制度，实行教育设施“交钥匙”工程，保障配套教育

设施与居民区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的“三同

步”制度，以保证不再出现新的“大班额”问题。

三是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实行县（区）域内教师、校长

交流制度，合理配置师资力量。进行优秀教师校际之间的交

流，加快薄弱学校改造，真正使有影响力的教师向薄弱校流

动。针对当前教师队伍中存在的结构性短缺问题，通过教师

有序流动、结对帮扶、加强农村教师培养培训等途径，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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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教师队伍的结构。坚持把教师作为教育发展的“第一资

源”，积极优化教师培养模式，根据实际情况探索建立集中培

训、单独辅导、定期轮训等师资培训机制，提高教师队伍素

质。

四是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积极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办学，

促进基础教育阶段民办教育发展，缓解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大

班额的压力。积极开展研究探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采取

有效措施，突破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瓶颈问题，同时依法加

强管理，促进民办教育健康、有序、协调发展，为家长和孩

子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选择余地。

关于推进道路交通设施建设工作情况的
调研报告

市政府研究室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是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推进

重点民生事项的实施方案》（临发〔2015〕21 号文件）确定

的重点民生事项。为加快推进道路交通设施建设，市政府研

究室会同市住建局对相关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今年以来，市住建局坚持“以人为本、绿色、低碳”的理

念，加大公交设施、慢行系统建设力度，加强交通相关规划

编制，努力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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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道路桥梁建设加速推进。双岭高架路已完成项目前

期准备、拆迁及 PPP 招标等工作，于 3 月 1 日正式开工建设，

正在进行桩基施工，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36%，预计明年 3 月

份建成通车；温泉路-北京路立交和温泉路-凤凰大街立交已

建成通车，内环东线（温泉路）完成总工程量的 85.9%，预

计年底建成；中环东线（联邦路）和中环北线（长春路）工

程正在进行敷设雨水管道等工作，分别完成工程量的 20%、

35%，预计年底主路通车；陶然路沂河桥已于 6 月 25 日通车，

南京路沂河桥、西安路祊河桥分别完成总工程量的 84%、

80.5%。

二是公交设施建设取得新突破。推进中心城区 BRT 快速

公交建设，提升公交出行效率。计划建设沂蒙路 BRT 工程，

南起临沂火车站，北至南京路与冠山路交汇处，全长 12.3 公

里。目前 PPP 实施方案及合同已经批复，财政部门正在审核

工程限价。推进公共自行车系统，提倡绿色低碳出行。中心

城区公共自行车系统一期工程已开挖基础 711 处，站点硬化

691 处，站点安装 644 个，设备调试 455 个，安装自行车锁

止器 18130 个，投放自行车 6050 辆，工程进度 54%，7 月 1

日已开始运营。

三是慢行道路系统建设有序实施。目前西安路、长沙路、

蒙山北路、兰州路、茶山路 5 条道路的非机动车道改造工程

已完成。建成滨河绿道 33 公里，今年计划再建设 80 公里，

形成完善的滨河绿道系统。同时，为方便市民进入滨河二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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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建设的凤凰广场、桃源街、安居小区、金盾花园、康和

路、沂河路 6 处滨河下穿通道已开工建设，今年年内建成。

四是交通相关规划编制工作扎实推进。为充分发挥规划

引导作用，科学推进我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编制了《临

沂市绿道慢行系统专项规划》，对慢行廊道、绿道、公共自行

车系统进行了全面规划，现已完成规划调整。启动了《临沂

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工作，对我市轨道建设提前

谋划布局，开展了《临沂市中心城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编

制工作，此两项规划已完成初稿，预计 12 月份调整完成。

二、工程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在道路交通设施建设中，由于涉及面广、协调难度大，

尚有部分难题有待解决。

一是部分工程由于拆迁缓慢影响了整体进度。如内环东

线工程仍有大量拆迁未完成，影响工程实施；中环东线和中

环北线部分拆迁未最终完成，导致工期延误。

二是工程前期手续办理相对滞后，项目储备机制尚未建

立。我市尚未建立民生类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储备机制，缺乏

充分的项目前期研究论证过程，存在项目工程仓促上马、开

工手续不全、效率不高等问题。

三是民生类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投资建设体制机制有待

完善。适合 PPP 等新的建设模式的管理体制机制尚未形成。

三、多措并举，加快推进道路交通重点工程建设

下一步，市住建局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强化措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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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加快推进各项民生工程建设，确保高质量、高标准、高

效率完成民生建设任务。

一是加快已开工项目建设推进工作。加快工程建设进

度。强化督导协调，及时解决工程建设中遇到的问题，督促

施工单位合理倒排工期、压茬施工，确保工程按期完成。加

大工程拆迁力度。积极协调督促各区加快完成拆迁任务，为

工程顺利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完善工程建设相关手续。加强

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争取开辟民生项目审批“绿色通道”，

尽快完善工程建设手续。

二是统筹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在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过程中，统筹考虑城乡医疗、教育、治安、文化、体育、社

区服务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合理布局和建设专业性农产品

批发市场、物流配送场站等，完善城市公共厕所建设和管理，

加强公共消防设施、人防设施以及防灾避险场所等设施建设。

三是优化基础设施项目设计。项目设计中充分考虑把各

种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一次性建设到位，并可考虑未来 50 年需

求。充分融入地下管廊、海绵城市等长远建设理念，避免管

线新建、改扩建铺设带来的道路重复开挖。

四是完善建设项目储备制度。明确五年项目滚动规划和

年度建设计划，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基础设施专项规划要求，

超前谋划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使储备项目与年度建设计

划相对接。

五是拓宽投融资渠道。继续加大财政资金对基础设施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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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投入，发挥好政府公共服务的职能；推进城市基础设施

投融资体制改革，推动地方政府发行市政债券、建立城市基

础设施政策性金融机构、推进城市基础设施服务价格改革，

进一步完善我市基础设施 PPP 模式操作细则和支持政策，推

动通过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吸

引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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