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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邵焕荣

占地250亩，一期建设规模120个

班，约3000名学生，开设有幼儿园、小

学、初中、普通高中，学校全部实行小班

化教育……义乌公学目前正在紧张的建

设当中，这所新建的民办学校将从今年

9月正式对外招生。

民办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支持和

规范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副省长成岳冲

在温州调研时也提出，要进一步重视支

持民办教育事业的发展，满足广大老百

姓不断增长的多样化需求。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省各地解放

思想，创新实践，大力支持社会力量办

学，积极探索办学体制改革，在发展民办

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浙江经验”。

四分天下有其一
在前不久举办的白俄罗斯教育年活

动上，浙江树人学院与白俄罗斯国立大

学签署了《中白青年论坛合作谅解备忘

录》，就每两年举办一次中白青年论坛达

成共识，这是该校推进开放办学以来所

取得的又一成果。创办于1984年的浙

江树人学院，是我省第一所民办高校。

30多年来，学校在完成升本的同时，走

出了一条独特的民办高校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人民群众文化

补习和托管孩子的需求出现，一大批文

化补习学校和民办幼儿园在我省各

地面世。到上世纪80年代，社会力量

办学的范围逐渐拓展到高等教育和基

础教育，一批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出来。

1993年，《浙江省民办学校设置的

暂行规定》正式出台，民办教育首次被纳

入我省的政府工作议程；1998年，省政

府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省民办

教育工作会议，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办学……由此，我省的民办教育进入加

速发展期，民办学校办学规模迅速扩大，

有效地增加了教育供给。

与此同时，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制

度性障碍，如教师保障、法人属性、资产

回报等问题也逐渐开始显现。为了探索

破解这些难题的方法，2010年，浙江成

为全国民办教育综合改革的唯一试点省

份，我省的民办教育开始走向稳健成长

阶段。统计显示，截止到2018年年底，全

省共有6704所各级各类民办学校，有在校

生246.7万人，占学生总数的25.1%；有

专任教师15万名，占教师总数的23.5%。

可以说，浙江的民办教育已经取得了“四

分天下有其一”的成绩。

从补短板到提质量
省政府日前下发了关于筹建浙江宇

翔职业技术学院的批复文件，这是上墅

教育集团所属的浙江宇翔外国语专修学

院基础上的筹建升格，也意味着湖州市

将再建设一所全日制民办大学。学院计

划总投资逾15亿元，计划在校生规模为

7000名。“民办教育办学之路坎坷却又

充满希望，今天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筹建学院正式挂牌之际，集团创始人汤

有祥感慨地说。

1984年，有着45万人口的安吉县

只有 4所高中，初中升高中比例只有

13%。滞后的教育阻碍了经济发展，更

使一大批学生难圆求学梦。深受触动的

汤有祥开办了上墅私立高中，以满足当

地学生上高中的需要。如今，学校不断

发展壮大，也走出了安吉，成为一个集普

高、职高、高职教育为一体，教育与产业

相结合的教育集团。

确实，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省民办

教育已经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

大到强的新变化，有效地化解了公办教

育资源不足的矛盾。随着教育主要矛盾

的变化，民办教育更是成为我省实现“上

好学”的一大利器。省教育厅计财处黄飞

说，从补充教育走向优质教育，这是我省

民办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去年10月，全国第一所由社会力

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

学西湖大学在杭州成立。校长施一公

在致辞中表示，西湖大学将遵循“高起

点、小而精、研究型”的办学定位，借鉴

国际化的做法，翻开中国高等教育多元

化的新篇章，通过自己的实践与探索为

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提供借鉴

和参考。

高起点办学，正是我省民办教育从

补短板走向提质量的生动体现。学前

教育也同样如此。这些年，我省各地积

极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民办幼儿园。截

止到2017年年底，全省民办幼儿园的

数量已达6272所，在园幼儿超过117

万人，占到在园幼儿总数的59.8%。为

满足老百姓“上好园”的需求，我省各地

纷纷加大政策力度，扶持民办幼儿园向

优质普惠性幼儿园转型。

教育改革一方热土
台州市椒江区尝试“教育股份制”

创办书生中学，长兴县率先在全国试验

“教育券”制度……过去几十年里，我省

各地多措并举、完善机制，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社会力量办学的“浙江经验”。

其中，“温州样本”无疑是最大的

亮点之一。2011年，温州作为全国民

办教育综合改革的唯一试点地区，制

定出台了“1+9”的系列政策文件，率全

国之先对民办学校进行分类登记管

理，正式结束了民办学校法人属性“四

不像”的尴尬局面。2013 年，升级形

成了“1+14”新政，在师资、产权、税费

等方面进行了制度重建。2018年，温

州民办教育“1+9”政策3.0版再次迎来

新的启航。

相关专家直言，温州在民办教育政

策上的创新和突破，主要体现在破解法

人登记的属性障碍，破除财政扶持的观

念束缚，创新教师社保的制度政策，突

破投资融资的制度瓶颈以及创新学校

退出及产权归属政策等方面。在全面

总结温州等地方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去

年我省出台民办教育改革的地方性政

策和实施细则，即“1+7”政策，以政策

的完整性和前瞻性再一次走在了全国

前列。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国民办教育大

会上，温州市政府作专题发言，向全国

介绍推广民办教育改革的新探索，这也

是该市自2011年以来第六次在全国民

办教育发展大会上发言。这些年来，我

省已经成为民办教育改革的一方热土，

全国各省市县先后来浙考察学习借鉴，

均给予高度肯定。

省教育厅计财处有关负责人说，目

前我省民办教育综合改革正在稳步推

进中，下一步将按照“走在前列、综合施

策、系统推进、内涵发展”的总体思路，

稳中求进，通过改革，使我省的工作继

续奔跑在全国民办教育改革的第一线。

社会力量办学看“浙”里
——我省深化民办教育综合改革侧记

□本报记者 舒玲玲
通讯员 陈 婧

“这个项目我们做了15年，但从没想

过拿奖的事。”能捧回2018年度国家技

术发明奖二等奖，浙江工业大学李小年

教授团队感到十分振奋。

此次获奖的“取代芳胺系列产品

绿色催化合成关键技术与工业应用”

项目实现了我国精细化工行业的源头

创新，使得低成本、低污染、高效率、高

品质、无安全隐患成为现实。然而在

2002年项目刚启动时，行业关键技术

和产品高端市场几乎全部掌握在国外

公司手里。尽管毫无国内外成功经验

可以借鉴，项目负责人李小年还是义

无反顾地组建了团队。他说，工大人的

家国情怀，首先体现在教师们造福民生

的豪情上。

科研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时，为了

突破其中一项关键技术，要耗费两三年

时间。以前化工行业常用骨架镍作催

化剂和大量使用挥发性有机溶剂，生产

过程存在安全隐患。为找到替代物，团

队成员用了3年时间，从查找与反应物

熔点相近的物质开始，经过大量的实验

比对，才最终确定用碳载纳米、金属催

化剂作替代物。“我们的研究都是问题

导向的，遇到什么难题就攻克什么难

题。”李小年说，正是在与一个个问题的

“死磕”中，团队才取得了从理论、方法、

技术、工艺到装备等的创新链成果。

在保证基本教学工作的前提下，

浙工大给了团队尽可能宽松自由的科

研环境，学校所有的实验设备和资源

都向他们开放。化学工程学院也制定

了相应的鼓励政策，对入职两年内的

新教师实行工作量考核减半的优惠政

策，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科研项目中

去，在科研中成长。副院长张诚笑着

说，如今该院教师都以能加入李小年

教授团队为荣。

正因为是自己喜欢的研究，即便24

小时倒班、365天轮值，团队成员也甘之

如饴。李小年说：“拥有一个好的团队

是科研成功的先决条件。”近年来，浙工

大积极倡导教师“人人进团队、人人有

学科”，希望他们能在一个个具体的科

研项目中建立学科思维、树立科研自

信。作为校长的李小年更是身先士卒，

自己带团队搞科研，以激励每位工大人

自觉追求卓越、勇于投身科研，在实践

研究中增长智慧、磨砺才干。

他说，科研项目是最好的课堂，能

让越来越多的青年教师从团队中脱颖

而出。15年焚膏继晷，仅就该项目而

言，就涌现出了张群峰、卢春山、丰枫、

赵佳、吕井辉等核心骨干以及10余位青

年学者，成为浙工大科技创新工作新的

生力军。

此次获奖项目的合作企业有圣奥

化学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建新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浙江省友联化学工业有限公

司等。事实上，这些年浙工大一直鼓励

教师到企业生产一线去搞科研，依靠产

学研的合力去实现科技创新。目前，这

一获奖成果已在相关企业实现了工业

推广应用，产品远销20余个国家和地

区。近3年，新增销售额约20亿元，新

增利税约5亿元。

在一系列鼓励科研的政策推动下，

如今，浙工大“研究型大学”的内涵得到

进一步深化。仅去年，该校就获得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资助1项、课题5

项、子课题13项，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112项，新签1000万元以上重大

横向项目5项，获省部级科技成果奖29

项，共申请各类专利5823项，新增省部

级科研平台5个。而拿到国家技术发明

奖二等奖，也是最好的佐证。

浙工大获奖项目实现了精细化工行业的源头创新

“做了15年，但从没想过拿奖的事”

我省又增10所
应用型建设试点示范院校

本报讯 日前，包括浙江科技学院等在内的

10所院校通过遴选，被推荐为第二批应用型建设

试点示范学校。

具体为浙江科技学院、嘉兴学院、台州学院、

浙江传媒学院、绍兴文理学院、丽水学院、湖州师

范学院、浙江水利水电学院、温州大学瓯江学院

和浙江农林大学暨阳学院。试点示范学校建设

周期为5年，在建设期间，高校要完成转变办学理

念、创新办学机制、改革培养方式、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优化学科专业、增强创业能力应用型专业

等任务。

从2015年起，我省对省属高校启动分类建

设、管理改革工作，杭州师范大学等10所大学为

我省首批应用型建设试点示范高校。

（本报记者）

宁大成立全国首个
古陶瓷艺术学院

本报讯（记者 张乐琼 通讯员 郑俊朋）
1月 16日，宁波大学成立全国首个古陶瓷艺术

学院。省教育厅党委委员、副厅长丁天乐出席。

据介绍，该学院是宁大非独立设置的二级

学院，主要培养古陶瓷领域的高端人才。合作

方是收藏家蔡暄民，他被聘为古陶瓷艺术学院

特聘院长。双方将成立董事会，探索高校二级

学院混合所有制办学。同时，宁大校园内也将

按国家一级博物馆标准建设御承堂博物馆，收

藏展览以蔡暄民所藏的顶级官窑古陶瓷为主，

包括G20杭州峰会、厦门金砖五国峰会和上海

进博会主会场展品总计19件。

蔡暄民说：“我只是文物暂时的保管员，这些

珍贵文物只有放在大学校园，让莘莘学子进行深

入的挖掘、传承、弘扬、利用，才能发挥其最大的

作用。”而宁大校长沈满洪则表示，学校将致力于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古陶

瓷学科体系，向世界宣扬传播古陶瓷文明。

诸暨：
学生冷暖列入民生实事

本报讯（通讯员 周 青）在近日闭幕的诸暨

市两会上，所有公办学校教室空调安装工程被列

入2019年该市十大民生实事项目。

据介绍，这一项目计划投资4500万元，安

装空调4600台，涉及中小学、幼儿园（幼教点）

共计289所、教室3298间。此外，1155间学生

宿舍，以及部分教师办公室、食堂也纳入项目范

围。“近年来，诸暨学校校舍和设施设备条件得

到了显著改善，但学生和家长对中小学及幼儿

园教室、宿舍等场所安装空调的呼声强烈。这

一‘温暖工程’和‘清凉工程’是市委、市政府顺

应民生诉求的一大务实举措。”诸暨市教育局局

长杨纪誉说。

按照计划，在今年4月底前，将完成第一批

学校的空调安装。12月前，全市学校的主要教

学、室内生活场所将实现空调全覆盖。

为助力“最多跑一次”改革，浙江育英职业
技术学院团委与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
管分局携手。每个工作日，都会有大学生到开
发区行政服务中心引导群众高效办事。迄今，
参与服务的志愿者已达到313人次。图为大
学生志愿者的服务场景。

（本报通讯员 石宇钦 摄）

省新闻道德委员会举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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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为亚运赋能——亚运足球梦想”捐赠活动
启动仪式在杭州市星洲小学举行，公益圆梦大使向全省
11所中小学捐赠足球运动装备。本次活动致力于帮扶
有足球梦想的孩子，每一所受捐赠学校所在城市的地图
区域都将被点亮。图为启动仪式上，中国女子足球运动
员、2018年亚洲足球小姐王霜和小将们切磋球技。

（本报通讯员 戴黎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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