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高宏宇 编辑 刘招 校对 刘玉娟

电话 67655637 E－mail:zzrbdsxw＠163.com

ZHENGZHOU DAILY

都市新闻

今年1月份，我市正式开始实施郑州
市优质教育资源倍增工程，7 个月过去
了，这些倍增项目能否落实、怎么检验家
门口的学校就是优质学校呢？昨日，市
教育局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和部分学生、家长代表参
会，正式上交“答卷”，供社会各界检阅。

倍增学位超额完成1500个
轩女士的孩子在中原区伏牛路五小

上学，从孩子上小学一年级起，轩女士心
里就有个疙瘩：“孩子上的学校不太好，
会不会输在起跑线上？”在轩女士看来，
好学校和薄弱学校的最大区别在于好学
校的老师教得好。不过，今年秋季开学，
轩女士的孩子坐在伏牛路五小的教室
里，也能听伏牛路小学好老师授课了。
这一切都得益于倍增工程，作为中原区
的倍增项目，中原区伏牛路小学与伏牛
路五小联合办学。和轩女士一样，今秋
开学，不少薄弱学校的学生都能享受到
优质资源倍增工程带来的实惠。

随着2011年郑州市高中招生工作即
将结束，郑州市区省、市级示范性高中招
生人数达13076人，已占普通高中录取总
人数的 57.6%，比去年增加了 3 个百分
点。郑州市区普通高中比去年增招的
1450 人也都在条件较好的普通高中就

读。
据介绍，今年将落实新生优质学位

1.55万个，其中高中学位2750个，初中学
位 6000 个，小学学位 6750 个，超出年初
1.4万个优质学位的计划1500个。

家长认可需要过程
优质资源数量倍增了，可是家长们

到底认不认可呢？作为今年倍增项目之
一的郑州市一中托管 36中项目，计划倍
增300个优质学位。然而，在实际招生过
程中，家长们对被托管的郑州市 36中仍
持观望态度，郑州一中的强校托管并未
给郑州市36中带来“奇迹”。

目前，郑州市 36中托管部的招生工
作已经进行大半，报考人数 200人左右，
其中 400分以上的仅有 23人。报考人数
达不到招生总数，而且，报考的生源质量
也偏差。在不少家长看来，强弱校的差
别并不是这么简单就能弥补的。“一个好
学校能否称之为优质资源，并不是挂个
牌就能解决的。”家长陈女士坦言，在她
眼里，优质学校无论是从硬件，还是软
件、师资、生源质量及校园文化上都比较
有优势。所以尽管实施优质资源倍增工
程，她还宁愿选择老牌的好学校。

市优质教育资源倍增工程指挥长卢
欣华分析说，报名情况之所以不乐观，主

要是因为郑州 36中是一个郊区中学，老
百姓的认可度不高，而且，郑州一中托管
36中项目也仅仅是刚起步，家长对该项
目仍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

郑州一中校长朱丹认为，虽然郑州
一中36中托管部的牌子并没有出现生源
扭转的奇迹，但倍增有一个过程。朱丹
表示，目前离开学还有20多天时间，学校
将做最后努力完成今年的目标，“我们按
工程指挥部的规定，选派了年富力强的
教师奔赴 36中托管部的工作岗位，我们
将按照已经制定的开学前后日程表，不
遗余力地把36中托管部工作做好。”

委员建议步子要扎实
在昨日的发布会上，部分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也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我市开展的优质教育资源倍增工

程无疑是我市广大学生之福。”市政协委
员徐惠娟表示，但倍增太多、太快也不一
定是好事，“如有的学校托管弱校或参与
倍增项目较多，师资力量、人才队伍能否
落实？学校的精力能否跟得上，都是需
要实际考虑的问题。”

徐惠娟提出，优质倍增绝不能是口
号和形式，一定要扎实走好每一步，才
能实实在在给老百姓的就学问题带来
帮助。

三问优质倍增
本报记者 左丽慧

优质倍增工程启动 7个月以来，倍增学位能否落
实、教学安排能否实现、倍增成效如何？记者也由此采
访了相关人员。

一问：如何保证倍增工程不走形式？

“我们会依据各个学校的方案进行过程督导和效
果督导。”市优质教育资源倍增工程指挥部指挥长卢欣
华解释说，比如强校托管弱校，强校派去的优秀校长和
优秀教务主任一定要到岗，而过程督导，不看汇报材
料，要推开教室门，看是否按照方案由强校老师授课。

二问：数量增加，质量会不会被稀释？

市教育局局长翟幸福表示，市教育局建立了“校聘”
“局聘”“市聘”三级教师储备机制，为实现倍增工程“增量
不降质”的目标提供了优质师资的储备保障。项目学校
建立了教学计划、教学管理、校本教研、教育科研、质量分
析、质量考核的“六统一”和优质教学资源、优质师资队
伍、优质教科研成果的“三共享”的质量管理体系；此外，
市、区两级教研室教研员定期联系学校，对项目学校的教
学理念、教师素养等进行指导。同时，对项目学校同检
测、同分析、同改进，同提升。

三问：如何验证倍增工程是否成功？

市教育局局长翟幸福认为，家长的评价最为直接，
得到家长认可，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同。

市教育局优质倍增交“答卷”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昨日，共青团河
南省委、武警河南总
队为在全国武警反
恐突击比武中，夺得
团体冠军的河南武
警“雄狮突击队”特
战官兵举行欢迎仪
式。7月21日至24
日，来自全国35个省
级武警总队特战队
和14个武警机动特
战部队参加了在北
京举行的特战比武，
经过三天的激烈角
逐，“雄狮突击队”勇
夺团体冠军。

本报记者 宋晔 摄

本报讯（记者 王晋晋 通
讯员徐苏）10名家政工人因不
愿签订“加班协议”，被物业公
司辞退，遂求助到市法律援助
中心。昨日，记者从市法律援
助中心获悉，在法律援助律师
和法官的调解下，物业公司愿
支付10名家政工人加班工资、
社会保险费等各项补偿款共
计6万余元。

2010年 12月，马某等 10
人被河南某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聘用，经短暂培训后被派
至某知名高校从事保洁工
作。去年春节前夕，物业公
司要求马某等10名家政工人
连续加班，且不给予任何补

助或调休。随后，物业公司
提出与他们签订“加班协
议”，企图采用合同的形式，
让员工自愿加班而放弃加班
费。双方僵持不下，今年4月
初，物业公司以违反劳动纪
律、不签订保证书为由将马
某 10人辞退。无奈，马某等
人求助到市法律援助中心。

为避免双方矛盾进一步
激化，法律援助的高律师多
次与物业公司进行协商。最
终，双方在市法院法官和法
律援助律师的调解下达成协
议，10 名家政工人获得加班
工资等各项补偿款共计 6万
余元。

拒签加班协议被辞退
10名家政工人获补偿

戏曲擂主助力创文
本报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王宁辉

昨日，在管城区陇二社区道翠园小区居
民文化活动广场，一场宣传创建文明城市的
戏曲表演正在进行。台上演员的精彩表演，
引得台下200多名居民掌声阵阵。陇海办事
处社区工作人员介绍，参加演出的都是居民
中的戏曲爱好者，还有“梨园春”、“戏迷总动
员”的擂主前来助阵。

社区居民、郑州电视台“戏迷总动员”三
连冠得主陈丽告诉记者，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牵动社区居民的心，社区几位戏曲爱好者凑
在一起，商议如何发挥一技之长为创文出
力。于是，居民中的戏曲爱好者们组织起来，
利用业余时间走小区、串楼院、进广场，用戏
曲方式向群众宣传创文的意义。

戏曲队以身边的真人真事为素材，编
成创文小品、清唱、快板等，用来教育大
家。隆二社区居民、“梨园春”戏曲擂主
杨惠、王少芬等也来助阵，不管是传统唱
段还是新编小剧，抑或是一段清唱，都引
得戏迷朋友争相追捧。

据了解，我市创文工作开展以来，陇二社
区戏曲队已演出10余场，他们寓教于乐的宣
传方式，要比简单的说教式、灌输式教育好很
多，深受居民欢迎。

新生儿咽部长“鸡蛋”
专家内窥镜下成功切除

本报讯（记者 汪辉 实习生 吕杨子 通讯
员 苗爱军）一个刚出生 15天的新生儿，鼻咽
部长了个“鸡蛋”，导致呼吸困难，生命垂危。
昨日，记者从市儿童医院获悉，在内窥镜下，
该院专家日前成功为这个新生患儿施行了鼻
咽部巨大肿物切除术。据悉，这在我省尚属
首例。

该新生患儿来自南阳，据孩子的父亲李
先生介绍，孩子出生后就小脸发紫，呼吸困
难，在当地医院治疗，上了7天的呼吸机仍不
见好转，病情日益严重，最后经医生会诊，发
现孩子鼻咽部有个鸡蛋大小的肿物，但由于
孩子太小，医生建议转到市儿童医院。

“经检查，我们发现患儿喉部有个 5cm×
3cm×2cm大的肿物，这实属罕见病例。”市儿
童医院耳鼻喉科主任韩富根表示，如果不及
时切除这个“鸡蛋”，将会有增大趋势并危及
患儿的生命。

经过充分的术前准备，医生紧急为患儿
施行了内窥镜下鼻咽部肿物切除术。术后
第 2 天，患儿呼吸就明显改善，脸色也逐渐
正常，脱离了生命危险。目前该患儿已经痊
愈出院，复查结果显示其身体各项指征全部
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