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互动之

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做客本报，称我省将加速建设高水平大学

借借助助资资源源置置换换减减少少““一一校校多多区区””
本报济南1月21日讯 “今

后应尝试借助资源置换等方式，
逐步实现高校集中办学。”21日，
与读者谈到大学校区分散问题
时，省教育厅副厅长宋承祥这样
回答。当天，宋承祥一行做客本
报，就教育话题与读者进行热线
互动，引读者踊跃建言。

上午10点，热线准时接通，
教育厅副厅长宋承祥与基教
处、招考院的两位同事，分别通
过热线电话与读者进行一对一
沟通交流。学龄儿童入学问题、

中考“指标生”政策、高考改革、
高等院校发展等关系千家万户
的教育话题，成为互动交流的
最热点。

枣庄市中区市民冯伟贞一
向关心教育问题，打通热线后，
他连续向宋承祥提了4个建议。
其中，他谈及我省高等教育的
整体发展水平认为，虽然我省
的大学数量很大，但与国内规
模差不多的城市，诸如南京、武
汉等相比，我们身边的高水平
大学太少，与我省的整体发展

水平存有差距。“你很内行啊。”
宋承祥在沟通中说，我省的高
等教育发展现状，的确存有“山
多峰少”的尴尬，近年来全省上
下也一直在笃力改善这一点，
争取尽快扶持培养出多所高水
平大学，满足公众对高等教育
的期望。

宋承祥在与读者交流时还
谈到，高等教育不仅是单学科
知识的传授，很重要的一点是
大学校园文化的熏陶。他以师
范院校举例说，师范教育除了

专业的学习，还应该涵盖音、
体、美等知识。但现在，一些学
校设立校区过多，很多专业不
能集中在一个校园里，非艺术
类的学生可能就无法受到耳濡
目染的艺术熏陶。在分散办学
实力、割裂校园文化氛围的同
时，“多校区”现象还大大增加
了高校的办学成本，今后应尝
试借助资源置换等方式，逐步
实现高校集中办学。据了解，目
前已有高校在着手破题资源置
换，筹备集中办学事宜。

“学校错了，
必须改正”

困难学生补助金应公开透明

汶上县郭先生反映，据他了解目前许多学校给困难学生的资
金补助，发放过程不透明，很多学生家庭十分富裕，却通过“走关
系”、“托熟人”得到补贴。然而真正困难的学生却无法得到帮助。
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接听电话的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关延
平表示，郭先生反映的意见很好，他们将及时吸纳。

“中性笔、圆珠笔不能降解，污染比塑料袋污染甚至还严重。”
一位读者拨打电话向接听热线的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建议，应该
提倡使用钢笔，不仅环保，还有助于练习书法。听了这位读者的建
议后，关延平说，教育部门也确实注意到该问题，这可能与现在中性
笔、圆珠笔获取更方便有关，今后会倡导使用钢笔。

“教师节有些变味，建议改教师
节为‘教育节’，端正人们对教育工
作的认识。”互动期间，枣庄一市民
向省教育厅副厅长宋承祥反映，当
地的一些学生家长为了求放心，让
老师在日常教学中对自家的孩子多
用点心，家长会在教师节来临时给
老师送礼，礼品包括化妆品、各种消
费卡等，而少数老师存在借给学生
调位等“契机”，向家长索要钱财的
现象，甚至有默认的价格。除此之
外，有的老师课外从事有偿补课，把
精力用在补课上，在课堂教学时不
好好教。

宋承祥当即安排同行的基教处
负责人调查落实。对于家长提议改
教师节为教育节，宋承祥个人认为
教师节也很重要，大家可以探讨是
不是再增加一个教育节日。

一位聊城家长反映，每天早晨
入校时，学校会在校门口对孩子们
进行搜身，检查有无携带不该携带
的物品入校。另外，该校还存在罚站
等具有体罚学生性质的问题。宋承
祥一一询问了孩子所在班级等信息
后说，“学校的教育方式错了，必须
改正，我们将通过聊城市教育局进
行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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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孙女生于9月1日，比开学日晚一天就要再等一年才能上学；高考改革大幕拉开，英语不再考
听力，总分会下降吗……21日上午，省教育厅相关负责人做客本报，读者就教师待遇、入学标准、高
考改革等话题打来电话咨询。

互动现场

读者建议

问答聚焦

差一天到6岁能否上学
学校若能容纳，协商好可以上

济南马女士反映，自己外孙
女2008年9月1日出生，孩子今年
到了要上小学的年龄，但到上学
时差一天到六周岁，不知能否入
学。

“满六周岁的必须上学，不
满六周岁的不能上学。”省教育
招生考试院院长助理、普招处
长张志刚回答说，按照相关政
策规定，不满六周岁是不能上
小学的。

但对于马女士反映的只差
一天的问题，张志刚也表示非
常理解家长的心情。“这种情况
确实比较特殊，但是要看对口
小学能否接收得了，如果能接
收，应该可以上学。”

最后，张志刚建议马女士
及时与对口学校和当地教育部
门沟通，对口学校和当地教育
部门若可以接收，上学问题就
能得到解决。

艺考考点分散，能否集中
考点布局将逐步优化

时下正值艺考季，相关问
题受到不少考生和家长的关
注。有考生家长打进电话问：

“艺考要分统考、校考，校考又
分散在好几个城市好多个考
点，艺考生每年要花费大量的
体力、精力、财力去应付，能不
能简化一下啊？”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
关延平对此回应：“在艺考问题
上要尊重学校的自主招生权，
这个大家都赞成。”但是由于社
会大环境等方面的原因，多地
奔波报考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

问题，因此，国家决定设置一个
统考，测试艺考生的基本素质。

关延平去年也是一名艺考
生的家长，他分析，所有考点都
集中在一个城市确实可以方便
考生，但也存在现实难题。一是
招生学校考场布置、测试招生
能力等都有可能达不到；二是
各招生艺术院校会有不同意
见，他们会说，那还不如都到他
们学校考呢，反而增加了学生
的报考负担。关延平表示，考点
进一步集中是方向，但需要慢
慢完善，逐步优化。

高考英语总分是否会降
不考听力，但不降分值

2014年是高考制度改革的
一年，数位读者来电咨询：“听说
国家要求降低英语的分数？”

“英语分数不变，只是取消
了听力。”关延平介绍说，根据我
省2014年普通高校考试招生工
作实施方案，2014年起，我省夏
季高考考试科目实行“3+综合”
模式。“3”指语文、数学、外语三
个科目；“综合”分综合1和综合
2。综合1包括政治、历史、地理三
个科目；综合2包括物理、化学、

生物三个科目。
语文150分，考试时间150

分钟；数学150分，考试时间120
分钟；外语150分（分数未变），
考试时间120分钟；综合300分，
考试时间150分钟；总分750分。
其中，外语考试科目中的听力
考试暂不纳入夏季高考统一考
试内容，考生外语听力成绩以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外语科目听
力成绩（取成绩最好的一次）单
独记入考生电子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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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教育厅副厅长宋承祥在接听热线。

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院长助理、普招处处长张志刚回答读者提问。

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关延平与读者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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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教
育部等七部门下发的《特殊教育提
升计划(2014-2016年)》，要求针对实
名登记的未入学残疾儿童少年残疾
状况和教育需求，逐一安排其接受
义务教育，到2016年，全国基本普及
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视力、听
力、智力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
学率达到90%以上，其他残疾人受
教育机会明显增加。

尽可能随班就读

文件指出，将扩大普通学校随
班就读规模，尽可能在普通学校安
排残疾学生随班就读，加强特殊教
育资源教室、无障碍设施等建设，为
残疾学生提供必要的学习和生活便
利，有条件的儿童福利机构可设立
特教班。

针对确实不能到校就读的重度
残疾儿童少年，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要统筹安排特殊教育学校和普通学
校教育资源，为其提供送教上门或
远程教育等服务，并将其纳入学籍
管理。

高校不得拒招

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要积
极招收残疾学生，鼓励特殊教育学
校根据需要举办残疾人高中部或高
中班，扩大残疾人中等职业学校招
生规模，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和残疾人特点合理调整专业结
构，为残疾学生提供更多选择。

各地有计划地在高等学校设置
特殊教育学院或相关专业，满足残
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等学
校要努力创造条件，积极招收符合
录取标准的残疾考生，不得因其残
疾而拒绝招收。

据京华时报

残疾儿义务教育

三年内全国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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