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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首阔步迈向教育强省
—全省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综述

“教育是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之基。”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振奋人心、催人奋进。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位置，聚焦“走在前、勇争

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全

力以赴加快建设教育强省，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全省教育事业

呈现蓬勃发展

的强劲势头。

2021 年 11 月 14 日，江西泰豪动漫职

业学院“尝鲜”办证新模式，顺利申领民

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电子证照，拿证后学

院负责人感叹“非常便捷”。这是全国首

张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电子证照，标志

着江西省民办学校办学许可实现全流程

在线办理。

着眼构建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我省从教育科技人才统筹推进的大战略

上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省委全会作出大

力实施科教强省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成

立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和市、县（区）

各级党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党对教育

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加强。推动构建部

省战略合作新机制，与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等高校签署省校战略合作协议，开展

深入合作。

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获

批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整省试点，江西智

慧教育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疫情期间

在 全 国 率 先 启 动 线 上 教 学 。 在 全 国 首

创 并 全 面 推 广 使 用 民 办 学 校 办 学 许 可

证电子证照，智慧招考改革在全球智慧

教 育 大 会 作 交 流 发 言 。 在 全 国 率 先 就

学生人身伤害预防处理立法，率先出台

校 外 教 育 培 训 跨 部 门 联 合 监 管 执 法 等

规定，全省中小学法治副校长配备实现

全覆盖。

全面深化交流合作，120 余个国家的

4000 余名留学生在赣学习，中外合作办

学项目达 96 个。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

国家交流合作，建成孔子学院 14 所、孔子

课堂 6 所。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签署

教育合作备忘录，持续举办国际产学研

用合作会议（江西会区），江西教育的国

际“朋友圈”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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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开展持续开展““诵读红色家书诵读红色家书 讲述英烈故事讲述英烈故事””巡演活动巡演活动

作为我省 2024年十件民生实事之一，“可躺式”课桌椅进校园，让学生健康午休

这个学期，会昌县洞头乡中心学校学

生吃完午饭回到教室，熟练地翻转课桌、拉

出搁脚板、调节座椅靠背，将椅子伸展成一

张小床，开始午睡。“可躺式”课桌椅进校园

试点，是我省 2024 年十件民生实事之一，折

射出我省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身体健康的

高度重视。

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近

年来，我省聚焦人民群众所急所需所盼，以

公益普惠和优质均衡为基本方向，持续增

加基础教育投入，大力扩充优质教育资源，

全面提高育人质量，加快构建优质均衡的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从“幼有所育 ”到“幼有优育 ”。近年

来，我省大力实施“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

提升行动计划，高标准建设群众身边的优

质园，提升学前教育发展水平。2021 年以

来，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1807 所，累计新增

普惠性幼儿园园位 39.5 万个，认定标准化

幼儿园 4207 所，“入公办园难”“入民办园

贵”得到有效解决。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深化“双减”改

革，实施校外培训治理“监管护苗”专项行

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推进体育、美育、劳

动教育和国防教育，开展体美劳“晒课表”、

劳动教育示范创建等活动；推进近视防控及

游泳教育试点工作，“五育并举”要求有力有

效落地……一系列扎实举措的落地，推动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综合素质不断提高。

从“一 个 模 式 ”到“特 色 发 展 ”。 近 年

来，我省建设一批科技、人文、体育、艺术等

教育特色鲜明的普通高中，评定省级特色

高中 50 余所。2021 年以来，全省共统筹资

金 46 亿余元，改善学校办学条件，新增学位

10 万余个；积极开展帮扶协作，补齐县中发

展短板，全省共有 5 所部属高校、16 所省属

高校、109 所优质高中与省内 180 所县中开

展结对帮扶，通过构建“一体两翼三联动”

的全域帮扶体系，推动县中办学水平整体

提升。

聚焦战略支点 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

高校科研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指导农业生

产，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75周年周年，，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开展各级各类学校广泛开展““与国旗合影与国旗合影 向祖国深情告白向祖国深情告白””系列活动系列活动 职教学生在实训室实践学习职教学生在实训室实践学习，，练就技能成才练就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本领技能报国本领

2024年6月28日，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

育厅主办的全国红色文化育人共同体成立仪

式暨第四届江西高校大学生红色文化论坛在

南昌举行，我省牵头北京、上海、湖南、贵州、

陕西、河北等省（市）组建全国红色文化育人

共同体，致力打造全国红色文化育人高地。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鲜亮的底色。近年来，我省聚焦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持续深化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改革

创新，在完善制度、创新举措、建强队伍、落实

保障上下功夫，构建起“大思政”育人格局。

守正创新，完善思政育人机制。省委

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着力完善体制机制建

设，构建形成“1+2+N”制度体系，先后印发

《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

革创新的若干措施》《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体系的实施意见》两项专门制

度，从思政课改革创新、日常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队伍建设、管理服务等方面出台 26
项配套制度，制定高校专职辅导员队伍、思

政课专职教师任职资格、心理咨询中心、

“一站式”学生社区等 4项专项建设标准。

润 物 无 声 ，创 新 思 政 课 教 学 模 式 。

2022 年，教育部批准江西设立全国“大思政

课”建设综合改革试验区（全国 5 个），在教

学内容、备课方式、资源整合方式、教学方

法、师资培养等方面进行改革试验。在 8所

高校试点开展问题式专题化团队教学，形

成“源于教材、超越教材，立足课堂、超越课

堂，依靠主讲、超越主讲”的教学模式。实

行“一课多师”“双师同台”“师生同台”等教

学方式，显著提升青年学子在思政课堂的

“抬头率”“点头率”，学生对思政课满意度

达 95%以上。

引培并重，打造高素质思政队伍。我

省不折不扣落实辅导员和思政课教师配备

要求，目前全省高校专职思政课教师 4439
人、专职辅导员 5555 人，分别比 2019 年增

加 1256 人、586 人。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

厅构建“名师”引领发展机制，遴选建设思

政课教师“名师工作室”20 个、辅导员“名师

工作室”20 个，选派 10 名优秀青年教师赴

北京大学等名校访学深造，形成“以点连线

带面”的思政工作团队建设模式。

高位推动，确保政策落地见效。2020
年，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召开协调会议，

省委编办拿出编制，面向全省招聘 1163 名

专职辅导员。设立专项经费，省财政每年

拨付 2000 万元用于高校思想政治课建设，

特别是 2024 年增加至 2400 万元，5 年累计

投入 1.04亿元。

夯实立德树人根基 矢志不渝为党育人

2024 年 10 月 30 日，江西职业技术大学

正式揭牌。这是我省成立的第一所公办本

科层次职业大学，也是 2020 年 8 月教育部、

江西省共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2024
年教育部、江西省共建产教融合示范区以

来，交出的职教改革发展答卷。

近年来，我省把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作为

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的破题之举，统筹谋划、

高位推动，省委、省政府出台系列政策文件、

相关部门制定贯彻落实举措，全面构建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我

省出台《江西省深化职业教育技工教育改

革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

江 西 省 制 造 业 重 点 产 业 链 现 代 化 建 设

“1269”行动计划等重大战略布局，加快推

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推动出台

系列支持政策。深入实施引进优质外部资

源专项行动，高位嫁接国内优质资源，2023
年起我省实施引进 10 所优质职业院校、10
家培训机构、10 家头部企业专项行动，推动

职业学校积极主动对接行业头部企业校企

共 建 专 业 172 个 、教 学 资 源 库 34 个 、课 程

204 门（核心课程 58 门）、教材 132 本、课题

78个，共建 8个产业学院和 4个实训基地。

“双高计划”建设稳步推进。着力实施

“双高计划”，持续深化产教融合，在 11 个设

区市建设 20 个市域产教联合体，组建虚拟

现实等 40 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成立 56
个现场工程师产业学院。新立项建设 16 所

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50 个高水平专业群，确

保每条省级重点产业链至少有 1 个省级高

水平专业群作支撑。

创新职教人才培养方式。我省指导各

职业学校做好专业建设规划、优化专业结

构，提升专业与产业契合度，积极融入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与

产业结构相匹配的教育体系。梳理各产教

联合体、产教融合共同体人才需求清单、教

材清单、课程清单，坚持项目化管理、清单

式推进，进一步打破“产”与“教”的融合障

碍和资源壁垒，推进协同育人。

深化产教融合 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今 年 10 月 12 日 至 15
日 ，中 国 国 际 大 学 生 创

新 大 赛（2024）总 决 赛

在上海举行，我省 9
所 高 校 获 11 项 金

奖 、42 项 银 奖 、101
项铜奖，获奖总数

位 列 全 国 前 列 ；全

省 25 所高校入围现

场赛创历史新高。

近 年 来 ，我 省 持

续 推 进 高 等 教 育 高 质

量 内 涵 式 发 展 ，以“ 双 一

流”建设为重点，集中资源力

量打造优势学科集群，加快

构建优势学科雁阵格局；以

市 场 需 求 和 产 业 发 展 为 导

向，切实增强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能力。

全力以赴推进“双一流”

建设。印发《江西省“双一流”建设攻坚

行动方案》，突出重点学科，规范资金使

用，强化过程管理，实施绩效考核，建立

退出机制，增强高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

核心竞争力。推进“双一流”建设攻坚行

动，编制攻坚项目 169 个。各高校正抢抓

历史机遇，全力推进“双一流”建设，力争

在教育部第三轮“双一流”评选中有更多

高校、更多学科入选国家“双一流”。

持续推进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为加

快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我省出台

《江西省普通本科高校分类管理实施办

法（试行）》，构建高校分类体系、推动高

校分类发展、实施高校分类评价，引导全

省 普 通 本 科 高 校 科 学 定

位 、分 类 管 理 、强 化 特

色 、争 创 一 流 。 近 年

来，我省高校在国家

级科研项目中屡获

佳绩，获评 2023 年

度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奖 3 项 ，并 列 全 国

地 方 高 校 第 一 ；获

评教育部第九届高

等 学 校 科 学 研 究 优

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

学）17 项 。 全 省 新 增 博

士 、硕 士 学 位 授 予 单 位 各 2
个，分别新增博士、硕士学位

授权点 26个、52个。

加 快 推 进 科 研 平 台 建

设，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能力。实施研发投入强攻行

动，将研发投入作为“双一流”

建设、创新资源分配、高校综合考核等工作

的重要指标，高校研发投入实现连续稳定

增长。大力支持高校牵头或参与国家级科

技创新平台建设，成功重组5个全国重点实

验室，高校牵头和参与的各类国家级科技

创新平台增加到17个。加快创建江西高等

研究院，建设稀土与有色金属、材料与航空

2个创新中心；建设复合半导体江西省实验

室、创建先进金属材料等领域省实验室工

作正在推进。2020年以来，全省高校获批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4802 项 ，直 接 经 费

16.882亿元，均占全省的 90%以上；获批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基

金重大重点项目 105项。

推进内涵建设 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深化综合改革 激发教育高质量发展活力

风好扬帆，奋楫争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新时代新征程，全省教育系统将围绕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解决人民群众急难
愁盼问题等，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
保障机制改革，向着教育强省的目标昂首阔步前进。

（本版文图由江西省教育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