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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升教育资源与均衡发展的建议
吴嫱

问题：

教育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即决定着社会公平的基

础和核心，也影响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效率。

房山区在全力支持北京教育高质量推进工作中，面临的最大

问题是全区教育落后于其他区，且存在农村、山区教育质量不高、

城乡地区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同时，房山人民也对在家门口享受

优质教育资源有着迫切渴望。

建议：

一、受历史和自然因素制约，房山区人口分布较散，导致教

育在布局、体系、质量、条件等方面都处于落后地位。房山区应

积极响应北京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和高水平发展的要求，将教育优

先发展置于战略先导地位，以战略思维谋划全局，以系统思维统

筹协调。紧密结合实际，深入调研和论证，在顶层设计上下功夫，

以老城区为样板，深耕高质量教育的推进。

二、房山区人民期待家门口的优质学校，更期待通过良好的

教育环境来提升营商环境、吸纳人才、推动区域经济实现飞跃。

希望未来房山区与更多首都师范大学、北理工这样的教育集团达

成合作，与更多社会资源深度融合，通过不断实践与优质教育资

源的合作，开发出一条大数据、智能分析化程度高的高质量、现

代化教育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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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房山区在调整教育布局、配置教育资源、完善教育体系、

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应继续开发不同类型学校混合发展模式，加大教育创新力

度，探索多元化育人模式。跟进各项优化改革政策，为均衡化、

高质量教育资源在房山落地奠定基础。

2.探索高等教育资源与基础教育互利共赢发展有效模式，继

续与高校紧密对接，搭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打破学段壁垒，整

合各学段优质资源，打造多元化人才培养特色课程体系。

3.加快推进信息技术和教育融合创新，深入推进教育现代化

进程。推广线上线下公开课、示范课、教学研讨等活动的同步直

播、点播、互动连线等工作的普及，让教、学双方使用更便捷、

更高效。让大数据、智能分析技术融入教学，让学习思维可视化 ，

也让教学研究和评审工作全程有迹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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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升教育资源与均衡发展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教委

近年来，区委区政府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区教委坚持“规

划优先,增量优质,存量优化”的总体发展思路，调整优化区域教

育资源布局，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一、我区教育基本情况

目前，我区基础教育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225 所，在校生 12

万余人，教职工 1 万余人。其中，幼儿园 135 所，在园幼儿 3 万

人；小学 44 所，在校生 6.3 万余人；普通中学 45 所，在校初中

生约 1.8 万人、高中生约 0.9 万人；特殊教育学校 1 所，在校生

130 人。另外，我区还有职业高中学校 3 所，在校生 2200 余人。

独特的区域发展功能定位，平原、丘陵、山区各占三分之一

的地缘特征，以及北京城区人口疏解和山区搬迁工程政策的叠

加，造成房山域内发展新区的镇街人口激增，山区、农村地区人

口锐减，部分地区城镇地区教育资源不足，学位短缺，部分农村

地区办学分散、规模较小，全区教育总体呈现出多样态、不均衡、

有特色的教育特征。面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目标，我们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打出了一套区域优质均衡发展的组合拳，

推动房山教育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一是坚持规划优先。科学分析研判人口发展趋势和生源变化

趋势，优化教育布局，借助区域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指导每个

乡镇做好教育规划，为未来新校建设及存量学校调整提供依据。

二是坚持存量优化。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结合交通区位、

生源分布、学校资源等客观条件，积极稳妥做好现有学校的“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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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并、改”，整合教育资源，畅通学校管理“微循环”。

三是坚持增量优质。推进新建学校建设进程，通过引入中心

城区名校举办分校等路径，提升办学质量，为区域教育发展增添

了活力、增加了实力，成为我区教育转型发展的强力支撑，让房

山区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实现弯道超车。

未来，我委将继续加大区域教育资源布局调整力度，促进我

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一是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形成规模适宜、

资源均衡的新格局；二是探索学校管理体制改革，促进教育高质

量发展，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为“六

大房山”建设作出教育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