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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范围 缩小教育差距

华夏早报

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北京进一步加大市级统筹
力度，引导城区优质中小学通
过一体化、集团化等办学形式，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范围，
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校
际之间教育差距。
　　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在
今天举行的一场发布会上透
露，目前，北京市共有教育集
团 158 个，其中城区 90 个，
郊区 68 个，覆盖 415 所独立

法人学校；共有学区 131 个，
城区 63 个，郊区 68 个，共覆
盖 12个区，1053 所法人学校。
　　他指出，随着优质学校覆
盖范围的扩大，义务教育就近
入学率大幅提高。扩优改革使
一大批百姓身边的好学校涌现
出来，通过优质资源的整体布
局，结构优化，使得学校内部
教师职称、结构、专业能力迅
速优化，学校整体水平发生质

的变化，迅速吸引本地生源回
流，在缓解择校矛盾，保障义
务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方面发挥
积极作用。
　　以北京市第二中学通州校
区为例，该校 2006 年 8 月成
立，地处北京城市副中心核心
区，西邻京杭大运河，总占地
面积 120 亩，建筑面积 4 万平
方米。建校之初至 2012 年底
为“名校办分校”阶段，2012

年底至 2015 年底为“城乡新
区一体化学校”阶段，2016
年至今为北京二中教育集团成
员校阶段。2017 年暑期校区
还完成了硬件设施的改造升级
工程，各项教学硬件设施达到
市级一流水平。
　　数据显示，2018 年，北
京市小学就近入学率达到 99%
以上，初中就近入学率达到
96% 以上。

　　负责人表示，今后，北京
市将通过市建共管、市建区办
等方式，在城市副中心、三城
一区等重点产业功能区和人才
聚集区加快建设一批优质学
校，由北京五中、师大实验、
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北大附
中、一零一中学、清华附中、
民大附中、八一学校、十二中
等优质学校承办，让老百姓在
家门口上好学。

　　由民革中央举办的“两岸
青年共修抗战史 同走抗战路
座谈会”31 日在京召开，全
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
副主席郑建邦，新党主席郁慕
明及专家学者、抗战将领后代
等两岸嘉宾与会。
　　郑建邦致辞表示，推进两
岸共修抗战史的工作，必将有
利于两岸同胞从全民族利益高
度弘扬抗战精神，必将有利于
在当前形势下持续推动两岸文
化交流，必将有利于在坚持
“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
　　郑建邦指出，在系列丛书
《长城与抗战》《长江与抗战》
编撰过程中，两岸各地博物馆、
档案馆、文史馆、亲历者及后
代积极响应，两岸学者秉持客
观、全面的精神，真实再现历
史，得到两岸各界好评。真诚
希望两岸同胞共同珍惜前辈们
留下的精神遗产，以共同的历
史记忆来增进认同，增进两岸
互信，不断拓宽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的道路，推动祖国统一的

历史进程，共谋中华民族复兴
伟业。
　　郁慕明致辞说，年长一辈
走过的路应当让年轻一辈了
解。台湾年轻人参加“两岸青
年共修抗战史 同走抗战路座
谈会”，就是要了解过去那段
历史，传承、延续年长一辈的
历史使命，共同追求国家统一、
民族复兴，并在回到台湾后继
续努力，做到“同走统一路，
共修民族复兴史”。
　　抗战将领后代、傅作义将
军之孙傅川说，作为抗战将领

后人，我们不仅要宣扬抗战精
神，还要承担起保护抗战文物
的责任，让更多人参加到保护
抗战文物的队伍中。对于抗战
文物要在确保建筑安全的前提
下，保留下“枪痕弹雨”，使
后来者能看到战争的残酷、理
解和平的幸福。
　　新党青年党员代表苏恒
说，来大陆参访很多次，每次
都会去参观抗战博物馆和遗
迹。岛内多数年轻人对这段历
史缺少了解，因为台当局在历
史教育方面刻意“去中国化”，

对这段历史轻轻带过。希望举
办更多论坛、展览活动，让岛
内更多年轻人了解这段历史。
　　据了解，2016 年民革中
央编辑出版了两岸共写抗战史
系列丛书第一部——《长城与
抗战》，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
响，受到两岸社会各界广泛赞
誉。丛书第二部《长江与抗战》
正在编辑中，预计不久后面世。
该系列丛书编辑过程中，两岸
共同搜集史料，有力增进了两
岸同胞共同的民族归属感和认
同感。

两岸青年共修抗战史、同走抗战路座谈会在京召开 

　　“金融创新、赋能实体经
济高峰论坛”30日在重庆举行。
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介
绍当地金融改革创新的探索和
实践。
　　重庆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副局长马勇在致辞时介绍了
重庆金融改革创新的四方面探
索和实践举措。
　　一是争取各类金融机构牌
照，构建“全牌照”的现代金
融机构体系。重庆立足实体经

济需求，丰富金融机构门类，
做大机构规模，机构数量达到
1853 家，“全牌照”的金融
机构体系基本形成。
　　二是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
模式，满足实体经济金融服务
需求。重庆推进金融机构产品
创新，出台全市银行业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若干措施，优化企
业改制上市政策环境，深入推
进农业保险倍增计划，服务实
体经济融资需求。2018 年，

当地存贷款余额达到 3.69 万
亿元和 3.22 万亿元，分别增
长 5.8%、13.5%，贷款增速是
近三年的最快水平。
　　三是扩大金融业对外开
放，建设内陆金融开放高地。
重庆依托中新 ( 重庆 ) 战略性
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和中国 ( 重
庆 )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优
势，推广运用双向人民币融
资、多种贸易业态结算便利化
试点等 27 项开放创新措施，

积极争取 QDIE 试点、人民币
资产跨境转让、放宽跨境人民
币资金池准入门槛等一批创新
政策。
　　四是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防范金融领域风险。重庆不断
加强中央和地方协作监管体
系、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和社会
信用体系建设，打好防范化解
重大风险攻坚战，积极推进
P2P 机构整改验收，有效化解
涉众金融风险，守住了不发生

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
线。
　　此次高峰论坛由重庆市地
方金融监督管理局、重庆市南
岸区人民政府、汇添富基金主
办。与会嘉宾围绕“金融科技
助力重庆产业升级”“拥抱科
创板、注入新动能”“金融供
给侧改革、服务实体经济”等
话题进行深入交流。

重庆金融监管局：四方面举措推金融改革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