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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二中集美校区
位置：集美新城灌口中路与软三纵路交叉口东南侧

●厦门六中同安校区
位置：同安区城东中路与龙泉路交叉口西侧

●熹海高中（项目名：鼎美高中）
位置：海沧区马銮湾片区

●沧江高级中学（项目名：临港高中）
位置：海沧区沧江新城片区

●厦门十中苎溪校区（项目名：苎溪高中）
位置：集美区后溪镇北部

●厦门第二外国语学校溪声校区（项目名：溪声高中）
位置：同安区祥平街道溪声村

●厦门市翔安中学（项目名：浦园高中）
位置：翔安南部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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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新建学校，又要翻新“老破旧”校
园，还要提高幼儿园公办率；既有名校新
校区开办，又有区域高中提升计划……这
是2023年厦门教育的一大特点：追求优

质而均衡的教育。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局局长

陈珍说，希望教育工作者的努力能让厦
门教育“越来越好”，让更多老百姓享受
到教育的红利，有力推进现代化教育强
市建设。

昨日，全市教育工作大会召开，本报
为您解读2023年厦门教育亮点。

■实施干部提升引领行动
■实施“大思政课”建设行动
■实施校园健康促进行动
■实施家校社协同育人行动
■实施幼儿园公办率提升行动
■实施区域高中多样化发展行动
■实施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升行动
■推进老年教育立法行动
■强化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监管行动
■深化厦台教育融合发展行动

引人注目的是，厦门要启动“百校焕
新”工程。

市教育局规划处介绍，计划用1至2
年的时间“微更新”改造100所以上的“老
破旧”学校，通过对老旧基础设施设备的
修缮提升，进一步激活低效空间，为师生
营造安心、舒心、放心的校园环境，提升师
生在校的获得感和舒适感。

与此同时，今年厦门首次提出，提升
区域（区属）普通高中整体办学条件和育
人水平，具体要这样做：

一、推动特色高中培育，支持各校在
“科技、人文、体育、音乐舞蹈、美术、普职
融通”等领域特色发展，引导高中校由分

层教育向分类教育转变，形成优质品牌创
建与多样化有特色共同发展的高中办学
格局。

二、今年秋季厦门计划开办7所区属
高中，为推动新建校顺利开办，将加大市
属优质高中与区属高中对口帮扶力度，健
全完善帮扶机制，实施高中教学“片区管
理”，为促进区属高中教师专业成长和教
育教学改革提供有力支撑与服务。

三、今年将扩大普职融通试点的范
围，为学生建立“一生一档”，进行学业水
平的跟踪。普职融通指的是试点班中职
学生可在高二年申请到试点普高就读，普
高学生也可申请到中职学校就读。

今年厦门将加快新一轮学校项目建
设：推进补短板教育项目120个，将新增
学位5.9万个，其中，计划竣工46个项目，
续建33个，开工41个。

推进12个普通高中建设项目、5个
职校新建扩建项目、3个高校建设项目及
1个中小学综合实践基地按序时进度建
设，9所普通高中学校及中小学生综合实
践基地计划于今年秋季建成投用。9所
今秋投用的普高包括2所市属校和7所
区属校。

普高建设是这几年厦门教育建设的
重点。陈珍表示，这是市委市政府顺应社

会呼声，尽最大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普高
的需求。

今年厦门要启动幼儿园公办率提升
行动，加快建设一批公办幼儿园，建成幼
儿园项目23个，新增幼儿园学位0.86万
个，力争全市幼儿园公办率达到58%以
上。目前全市幼儿园公办率是55%左右。

市教育局特别指出，湖里区和集美区
新建幼儿园全部为公办，确保总体公办率
达到50%以上。

此外，鼓励支持街道、村集体、高校、
国企集团等各类公办主体参与举办公办
性质幼儿园。

推进12个普高项目
幼儿园公办率要提高3个百分点新学校

超百所学校改造修缮
三大举措提升区域普高办学水平新做法

2022年成绩亮眼：
新增学位
达历年之最

2023年厦门教育
十大改革攻坚行动

链接

计划今秋投用的部分普高

●集美中学新校区
位置：集美新城北站片区

●厦门实验中学新校区
位置：同安区祥平街道过溪村

●厦门大学附属科技中学思明校区扩建项目
位置：原校址扩建

六大关键词
解码改革攻坚行动

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
要坚定不移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

有序推进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

立德树人
完善“大思政课”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大（学）

中（学）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备课研修、结对共建
和交流展示机制，上好思政课，增强思政课育人有
效性、针对性。

双减增效
全面推行校本作业，高质量实施“5+2”课后服

务模式，即每周5天、每天2个小时课后服务，实现
有需求的学生100%参与，学校覆盖率100%。

在“双减”中加强科学教育，培育具备科学家
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

师资提升
实施基础教育“强师计划”，评选百名市级“师

德标兵”，乡村教师单列，选树“我身边的好老师”，
加大优秀教育人才引进力度，持续推进“名师出
岛”行动和班主任队伍提升行动。

此外，深化教师编制、职称评聘、考核评价等
方面改革，激励引导教师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
的“大先生”。

职业教育
遴选建设首批市级应用型本科高校高水平专

业，遴选建设一批中职学校优质专业。
推动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升本。

校外培训
今年要规范面向中小学的非学科类校外培

训，强化非学科类培训的公益属性。推进体育、文
旅、科技、人社等部门分别牵头做好体育类、文化
艺术类、科技类、劳动与技术教育类培训机构的审
批许可和日常监管。

此外，今年主要防范治理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
建立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问题预防机制、发现机制、
查处机制，对违规行为进行定期通报曝光。

补短
2022 年，全年建成 76 个

中小学幼儿园项目、新增学位
8万个，这是历年之最，相当于
过去10年厦门新增总和的四
分之一。

其中，2022 年秋季学期，
厦门新开办学校60所、新增学
位6.4万个。

提质
虽然中高考不是学生的

全部，但是，不可否认，它是老
百姓心中对“满意教育”的期
盼。去年，在普通高考、职教
高考和中考中，厦门继续在福
建省保持优势。在职教高考
中，厦门本科上线人数占全省
近四成。

在高等教育方面，厦门大
学首次跻身世界大学学术排
名全球200强。

全市高校共 27 个学科进
入ESI学科排名全球前1%，占
全省一半以上。ESI是现在世
界范围内普遍用以评价高校、
学术机构、国家/地区国际学
术水平及影响力的重要评价
指标工具之一。

均衡
思明区、湖里区入选全国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先行创建
县（区），福建省总共有5个。

实施“名师出岛”行动，有
1000名省级、市级名师跨区域带
教、送培（教）下乡和校际交流。

1.1万间教室换上了全新
的LED护眼灯。至此，全市公
办中小学普通教室实现全面
符合护眼照明标准。

创优
升级课后服务能力和水

平，做到两个100%，即学校覆
盖率 100%，有需求学生覆盖
率100%。

2022年秋季学期，全市共
46.1万名学生接受课后服务，
即 86%的厦门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参加课后服务。

推进“入学一件事”集成
套餐服务改革，实现入学报名
统一入口、简化材料，父母可
在手机上完成幼儿园和小学
入学报名。

在建的市属普高项目

“厦门招考”
二维码

新增学位：5.9万个
新增普高：9所计划投用

公办幼儿园：覆盖率提高至58%
“老破旧”校园：超百所要翻新

今年厦门将完善“大思政课”工作体系，增强思政课育人有效性、针对性。图为小学
生在国家宪法日里举行宪法晨读。 （市教育局 供图）

今年厦门将加快新一轮学校项目建设今年厦门将加快新一轮学校项目建设。。图为厦门实验小学翔安校区图为厦门实验小学翔安校区。。

今年厦门将持续扩大教育交流合作，图为我市学
子和海外合作校的学生通过远程视频课程交流。

@厦门家长

今年份教育红利
请您查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