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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季 颖

放学时间，江山市峡口小学的学生

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校门，接学生的

校车、私家车、电瓶车、公交车都停放在

各自的区域，校门口秩序井然。

眼前的场景让学校保安李秋明颇为

感慨。2016年，他刚来峡口小学工作

时，学校还在市集边的老校区，校舍老

旧、围墙低矮破损、校门口小摊贩聚集等

都给校园安全工作带来了不小的负担。

峡口小学的变化，折射出浙江平安

校园建设的扎实成效。从2004年起，浙

江启动实施平安校园建设工作，经过20

年的努力，全省教育系统已构建起较为

完善的校园安全防控、预警与处置体系，

有效维护了校园的和谐稳定，师生的安

全感不断提升。

健全平安校园建设机制
2004年5月，省委十一届六次全体

（扩大）会议召开，作出建设“平安浙江”、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战略决策。

在“平安浙江”这个总体目标的指引

下，我省启动了教育系统平安校园建设

工作。

彼时，“平安浙江”工作也才刚刚启

动，平安校园建设还没有先例。如何开

展平安校园建设工作？平安校园的评估

指标是什么？省教育厅决定建立一套平

安校园建设的运行机制。

为此，省教育厅组建了专门的调研

组，在省内外调研校园安全工作，形成

调研报告，为平安校园建设工作提供参

考。历经半年的筹谋，2004年12月，省

教育厅联合省平安办、省综治办、省公

安厅印发了《浙江省“平安校园”创建活

动实施意见（试行）》，正式开启平安校

园建设工作。同时，我省还制定了《浙

江省高等学校“平安校园”建设标准》和

《浙江省中小学校“平安校园”建设标

准》，形成了由组织领导体系、校园防控

体系、校园预警机制建设等24个一级

指标、50个二级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

对校园、治安、消防、交通等提出了明确

的建设标准。

随着一整套机制的建立，各地党委、

政府及有关部门以更大力度支持平安校

园建设工作，维护校园安全稳定。

然而，随着创建工作的持续深入，

2013年，省教育厅校园安全处相关负责

人发现，部分学校平安校园建设工作陷

入了“瓶颈期”。面对这一问题，省教育

厅提出实施平安校园等级动态化管理，

以增强各地各校做好平安校园工作的持

续动力。

省教育厅会同省平安办、省综治办、

省公安厅制定意见，将平安校园建设细

化为1A到5A不同等级，设置一系列指

标实施动态化管理。目前，全省高校、中

小学校4A级以上平安校园已分别占总

数的80%和63%。

这套等级动态化管理制度是动真格

的。2021年，就有多所学校被动态调整

等级，浙江工商大学便是其中之一。两

年多来，学校全面梳理解决校园安全漏

洞，完善校园安全防控、预警与处置体

系，整合校内外资源，以“未然工作室”等

为载体开展校园安全工作。去年年底，

浙商大成功从3A升回到4A。

不仅如此，考核指标体系还会根据

教育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

行修订：新增一些原来较少或未关注领

域的指标，降低已有指标中已经做得比

较好的指标分值等。

从2004年开启平安校园建设工作到

2009年持续深化，从2013年提出等级平

安校园建设再到2019年持续深化……

平安校园建设工作经历了多次迭代升

级，校园安全治理效能不断提升。

精准化解风险隐患
校园安全工作涉及领域多、专业性

强，如何筑牢校园安全的“铜墙铁壁”？

最近，诸暨市赵家镇中心小学安管

主任陈晓波注意到气温逐渐升高，担心

学生去溪流边嬉戏，她一边在校内启动

防溺水安全教育，一边联动镇政府、村委

等相关负责人排查学校周边水域设施。

别看陈晓波现在把各项工作安排得

井然有序，3年前，她刚接手校园安全工

作时，还是一个“小白”。“幸好省里针对

校园安全各个领域的工作都有明确的规

定，照章执行就行了。”她说。

承担校园安全工作的教师是影响校

园安全工作的重要一环。20年来，省教

育厅倾听来自基层学校的声音，花大力

气推动长效机制建设，让人人都能成为

校园安全员。比如，针对学校消防工作

的实际需求，与省消防救援总队联合制

定了《浙江省学校消防安全管理办法（试

行）》，以更好地指导学校完善消防设施

设备和器材配备，加强消防安全日常管

理、隐患排查和安全检查；针对学校对校

园安全隐患排查“查什么、怎么查”认识

模糊的情况，征求多部门意见编制《浙江

省中小学（幼儿园）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手

册（试行）》，明确11项排查任务以及具

体排查内容、排查周期等。

精准化解重点领域的风险隐患，夯

实教育系统安全稳定的根基。全省连续

12年开展“护校安园”专项行动，把可能

影响学生生命安全、身心健康的不安全

因素和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与此同时，各地也在同步探索完善

校园安全管理机制——

金华市探索建设“校警联合工作

室”，学校配备民警、辅导员、安全员、法

治员、调解员、联络员“一警五员”，组建

调解联盟；

诸暨市按区域划分成立校园安全共

同体，以共同体为单位开展校园安全培

训、检查、考核等工作，同时，成立“安全

名师工作室”，推行“1+N”导师帮带制

度，有效提升校园安管员管理服务水平；

湖州市吴兴区实施“局领导联片，机

关干部包校，教师包学生”的三级安全管

理责任制，制定监管责任清单，逐层签订

目标责任书，构建“局—校—班—生”

从上至下全方位、全覆盖的网格化管

理体系。

（下转第2版）

倾力守护“浙”里校园安全
——浙江平安校园建设20年回眸

本报讯（记者 江 晨）4月 25日下

午，“双百行动”推进会暨校院企顶尖人才

“互聘共享”计划启动仪式在金华举行。

会议旨在学习贯彻省委“新春第一会”精

神和省委书记易炼红调研省教育厅讲话

要求，牢固树立“大人才观”，聚力实施“双

百行动”和校院企顶尖人才“互聘共享”计

划，加快高水平大学建设和普通高校高质

量发展，服务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建设。

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厅党组书

记、厅长陈春雷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教育

厅总督学陈仁坚主持会议。

陈春雷充分肯定了我省在高校人才

工作上取得的新成效。他指出，近年来全

省高校大力实施人才强校、人才兴校战

略，聚焦人才这个核心要素和关键变量，

以实施“双百行动”为牵引，加快高层次人

才集聚和高能级平台建设，带动高层次人

才引育量质齐升、人才引领驱动效能加快

释放、人才发展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特别

是高校主要国家级人才数量较2020年翻

了一番，有力助推了学科内涵建设和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人才工作的良好发展

态势。

陈春雷强调，省委对全面加强“三支

队伍”建设进行系统部署，对教育系统来

说是重大的使命任务与发展契机。要深

刻理解省委省政府对高水平大学建设和

普通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期望要求，精准把

握当前高校人才队伍建设面临的形势任

务，以扎实推进“双百行动”和校院企顶尖

人才“互聘共享”计划为抓手，确保人才队

伍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双百行动”是加速高校顶尖人才集

聚、促进校地协同合作、实现校地共赢发

展的创新举措。要做好人才引育文章。

把握引才的标准和定位，运用好省内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和所在地方人才政策，

借力借势集聚一批顶尖人才。要做好平

台搭建文章。发挥高校和地方的优势，打

造更多具有创新力、支撑力的高能级科创

平台。要做好校地协同文章。找准产才

融合的“着力点”，建立健全校地联动协作

机制，将高校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地方

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全力塑造以才促

产新动能。

校院企人才“互聘共享”计划旨在集

聚顶尖人才到高校参与学科建设、科学研

究和人才培养。要积极探索机制。各高

校要主动与学科方向或领域相近的科研

院所或企业开展学科联建，建立双向互

动、互为支撑的联动发展机制，进一步推

动人才引育和资源汇聚。要精准打通堵

点。着力破解人才身份认定、成果共享和

考核考评等问题，支持高校、企业、科研机

构的科研人员通过“双聘”、项目制等方式

开展合作交流，进一步推动人才流动和资

源共享。要大力深化合作。积极争取科

研院所、重点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的高端

人才资源更多地汇聚到高校，促进产学研

的深度融合，进一步推动科研转化和成果

共享。

会上举行了校院企顶尖人才“互聘共

享”计划启动仪式。浙江师范大学、宁波

大学、浙江中医药大学、温州大学等高校

和专家代表作交流发言。首批15家“双

百行动”参与单位就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

晾晒。

“双百行动”推进会暨校院企顶尖人才“互聘共享”计划

启动仪式举行

第三届全省高校辅导员主题
书画作品展在中国美院举办

本报讯（通讯员 李齐建 记者 汪 恒）
4月25日，“我心向党，时代画卷”第三届浙

江省高校辅导员主题书画作品展在中国美

术学院良渚校区开幕。省教育厅二级巡视

员李建章及相关处室负责人、部分高校代

表等近200人出席开幕式。

据了解，此次作品展由省高等教育学

会思想政治教育分会主办，中国美术学院

和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承办。自今年1月启

动以来，受到省内高校辅导员的积极响应，

共收到全省 60 余所高校的 120 余件作

品。经遴选，共展出作品78件，涵盖国画、

书法、油画、版画、水彩水粉等艺术领域。

这些作品凸显了“璀璨新思想、美好新时

代、育人好经验、身边好榜样”等四大主题，

全景式地呈现了“浙群辅导员”紧扣时代脉

搏、再现厚重历史、熔铸真情实感的集体风

貌，争做新时代“四有”好老师、当好学生引

路人的初心使命，求真求美的艺术追求和

开放包容的文化襟怀。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5月10日。5月11

日将举行公益拍卖活动，所得收益继续注

入“浙群辅导员”奖学金，用以捐资助学、奉

献爱心。

全省老年教育“送教下乡”
活动启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杨佳奇 夏 凌）
近日，由省委老干部局、省教育厅主办的全

省老年教育“送教下乡”活动，在开化县芹阳

办事处城西社区老年学堂启动。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进老年教育资源

整合，推动老年大学（学校、学堂）持续扩

容，“一座难求”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但基

层老年学校、学堂对优质课程和师资的需

求十分迫切。为此，省委老干部局联合省

教育厅通过“订单式”送教，根据各地“点

单”提供精准服务，让优质课程和师资进

社区老年学堂，老年人在“家门口”乐享老

有所学。

“全省老年教育‘送教下乡’活动将优

秀师资、课程资源精准送达基层，是深化全

省老年教育资源整合共享的有效途径，也

是助力我省全面加强‘三支队伍’建设，深

化全民终身教育的具体实践，更是推动老

年教育均衡、优质发展，提升老年学员满意

度、获得感的一件好事、实事。”省委组织部

副部长、老干部局局长曹锦喜说。

据悉，在“送教下乡”课程计划表里，30

堂优质课已“整装待发”，将输送至各基层

老年学校、学堂。未来，老年教育“送教下

乡”活动将深入全省镇街和村社，让越来越

多的老年人享受到优质教育。

宁大成立乡村振兴学院

本报讯（通讯员 李 宁）近日，宁波大

学乡村振兴学院成立。学院设计了八大

“乡村+”人才培养模块，涵盖产业、治理、

建设、数字、健康、生态、文体、教育等方向。

据悉，学院3年内将建设8个微专业，

开设12~16门课程，招收本科生480名；

每年每个研究方向招收5名学生，3年内

培养120名研究生。本科生和研究生都

将100%参与乡村实践，完成相应学分课

程。宁大还将争取每年在校学生1000人

以上深入乡村活动。在科研方面，学院将

推动教师与研究生开展高水平科研，建立

校校、校地、校企和国际合作平台，为乡村

振兴引入前沿和急需的科研专家库与项

目库。

此外，学院还针对乡村需求，开设短期

培训项目。面向村干部、村民、企业家等群

体，进行专业技能和素质提升培训，以增强

其乡村治理与创新创业能力。

近日，金华市新世纪学校“启梦杯”校园足球联赛拉开序
幕。作为全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该校多年来积极探索校园
足球发展新路。图为三年级学生在比赛中。

（本报通讯员 高寒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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