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李逸峰 通讯员
何勇 张旭）3 月 23 日，株洲经开区与浏阳市签署区
域一体化发展框架协议。

浏阳市与株洲经开区均位于长株潭城市群核心
区域，两地山水相连，地缘相亲，发展理念相通，建设
互补性较强。未来，双方将遵循“政府推动、市场主
导、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以推动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一体化发展为主线，以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为先导，以产业互补为关键，建立合作机
制，拓宽合作领域，全面构建重点产业协作融合、城
际交通便利互联、生态绿心保护发展、文旅康养协同
发展、乡村振兴统筹推进、公共服务跨域通办的一体
化发展格局，提高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和辐射带动力，
将两地建设成为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样板区、高端
服务业的集聚区、创新开放的自贸协同示范区、宜居
宜游的休闲度假区。

融城发展，基础先行。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积
极向上争取，加快推进华强路北延经浏阳市柏加镇
对接黄花机场连接线建设，打通两地直线通行瓶
颈。推进乡村道路升级改造，构筑互联互通的乡村
道路网络，争取将株洲公交线路延伸至浏阳市柏加
镇、镇头镇，实现两市公交一体化，为两地群众往来
提供便利。

强化产业对接，促进产业互补。未来，两地将以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为纽带，促进智能制造
错位发展、相互补充，形成协同效应、聚集效益和规
模效应，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区域。

整合优质资源，打造区域文旅品牌。双方将 A
级景区、乡村旅游景点、民宿、工业旅游示范点等资
源进行组合，联合打包宣传推介，推动市场共拓、客
源共享。策划包装两地生态度假、运动康养、红色旅
游、研学旅游等精品旅游线路，巩固和提升大围山、
方特、云龙水上乐园、云峰湖国际旅游度假区等重点
景区美誉度。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李逸峰 通讯员
李虹 何勇）2019年7月31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
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全省首批十个农业特色小镇
名单。其中，浏阳花木小镇（浏阳市柏加镇、雨花
区跳马镇、云龙示范区云田镇）是由浏阳市柏加
镇辐射带动周边跳马镇、云田镇形成的，花卉苗
木种植规模达10万余亩，年销售额超过60亿元，
花木产业成为当地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其中，
柏加镇是有名的“花木之乡”，花木种植面积超过
3万亩，还是目前全国最大的罗汉松、香樟、桂花
等苗木集散销售地，去年全镇花木销售额达 48
亿元。

紧邻柏加镇的云田镇种植花木历史悠久，种
植面积达2万多亩。在花木产业技术传授、种植
培养、交易销售等各环节，两地民间交流十分频
繁。此外，云田镇有柏岭、五星等4 个社区与柏
加镇在地理上交界，人文风俗深度相融，两地居
民交往十分密切。

云田镇党委书记张刘海介绍，该镇将以此次
签约为契机，加强规划和产业对接，共同打造花木
特色小镇，加强公共服务跨域通办，方便两地群众
办事。柏加镇镇长周曦表示，双方将共建一个大
型花木交易市场，共建花木行业协会，推动花木产
业良性发展，携手打造共建共享共赢的新格局。

花木特色小镇，区域合作发展“打个样”
延
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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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田镇花卉温室大棚里，大片红掌红艳亮丽 通讯员 宾智平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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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一体化、促进产业互补、打造区域文旅品牌……

株洲经开区与浏阳市“联姻”啦

当前，“校内减负、校外增负”成为基
础教育痛点。破解这一怪圈，要从需求
与供给两端入手，一方面打破“唯分数
论”，优化评价体系，淡化分数焦虑，一方
面提升学校教育的质量与水平，提高课
堂效率。

“内容上超前超纲，方式上应试刷
题，这些都违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部
分机构以由难到易的套路式教学，让学
生在短期学习中获得拔苗助长式的‘伪
成功’，满足家长急于求成、望子成龙的
心理。而家长间的攀比、不顾孩子特点
的盲目跟风，引发‘全民学奥数’‘一周 7
天都要上培训班’等教育痛点。”

“为减轻学生负担，中小学将放学时
间提前，不留或少留作业，可与此同时，
大量校外培训机构涌现，孩子在三点半
离校后转身迈入机构大门，一待就是好
几个小时。”

……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校内减负、校

外增负”问题得到不少代表委员的关
注。一边是下大力气治理，一边是乱象
屡禁不止，说明“顽瘴痼疾”治理之艰巨。

校外培训增负担

“超过用列举法求概率的要求，增加
计数原理、排列组合的内容。示例：袋子
里有除颜色之外 10 个大小完全相同的
球，其中黑球6个、白球4个，从中随机取
出4球，恰有2个黑球、2个白球的概率是
多少？”

“要求小学低学段学生写出含有多
种表达方式、多种表现手法、结构复杂的
文章。要求初一学生写出论证严密、论
据典型、结构完整的议论性文章。”

……
去年5月印发的《义务教育六科超标

超前培训负面清单（试行）》对义务教育
阶段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超标超前培
训内容明确给出负面清单，为各地规范
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的超标超
前培训行为提供依据。而在相当长一段
时间内，辅导机构超标超前培训，令不少
中小学生不堪重负。对于处在义务教育
阶段的中小学生来说，过多、过重的校外
培训已经成为学习负担减不下来的重要
原因之一。

有家长认为，尽管《中小学生减负措
施》（减负三十条）和《关于规范校外培训
机构发展的意见》先后印发，从校内教
学、作业布置、考试评价以及课外培训时
长等方面做出“严格依照课标教学”“严
控书面作业总量”“坚决控制考试次数”

“采取等级评价方式”“控制培训时间”等
要求，但在校外，依然有机构超前超纲超
时教学，并以此作为招揽和维护生源的
手段。

为此，有学者指出，校外培训机构超
前超纲超时授课，而且有市场、有需求，
一方面迎合了部分家长对于考试和分数
的重视，一方面又进一步加剧了家长的
焦虑，破坏了正常教学秩序，违背了教育
规律与学生成长规律，最终导致了“校内
减负、校外增负”现象的发生，背离了教
育目标，破坏了教育教学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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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减负、校外增负，

针对近期仍有部分培训机构无资质、无证照开展
培训活动，还有部分培训机构以充值优惠、买多送多
等方式，诱导家长一次性缴纳超期高额培训费用的情
况，为避免“退费难”和培训机构“卷钱跑路”造成经济
损失，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23 日发布校外
培训风险提示，提醒广大家长，给孩子选择培训机构
和缴纳培训费用时，要注意以下事项：

一、选择有资质的正规培训机构。如果您要为孩
子选择培训机构，请务必首先确认该机构是否具有相
关资质。

二、不要一次性缴纳超期高额费用。请不要盲目

听从销售人员的优惠推销或打折许诺，不要一次性缴
纳时间跨度超3个月或60课时的培训费用，以免遇到培
训机构倒闭或者卷钱跑路，造成经济损失。如有机构向
您一次性收取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培训费用，请及时
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或教育行政部门投诉举报。

三、妥善保管好培训合同及发票。签订培训合同
时，请尽量选用教育部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
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如选
用其他版式合同的，请仔细研读合同条款，对培训内
容、质量承诺、培训期限、收费金额及退费标准与办法
等条款，要逐项逐条审阅确认。 （据人民日报）

标本施治破怪圈

“校内减负、校外增负”，不仅令许多教育
工作者和家长深感困扰，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
各级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大力推进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中小学生负担工作的成效。

有学者指出，近年来，中央高度重视中小
学生减负工作，相关部委一手抓校内教学提
升、一手抓校外培训治理，采取了一系列办法
和举措。

在校内，从课堂教学、作业布置、考试频次
等方面着手，向课堂要效率、要质量，减轻学生
的课堂与作业负担；在校外，开展校外培训机
构治理，建立校外培训机构“先证后照”制度、
完善校外培训监管制度和线上机构备案审查
制度，取得了积极成效。

但由于需求旺盛、资本助推，校外培训机
构的数量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或主
动或被动地参与到校外培训当中。在快速发
展占领市场份额、回馈资本的需求下，校外培
训机构的过度营销由此产生。无证无照、超前
超标培训、违规收费、虚假宣传等行业乱象出
现，培训机构“退费难”“卷钱跑路”等违法违规
行为也时有发生，破坏了教育生态、伤害了群
众的切身利益。

对此，不少学者认为，在下一步治理过程
中，更需标本施治、系统推进，从根本上打破
“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怪圈。

国务院提醒广大家长：不要一次性缴纳超60课时培训费相关新闻

需求供给两手抓

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
问题？不少一线教育工作者认为要从需求和供
给两端同时着手。

一方面，从需求端出发，引导家长不盲从、不
焦虑，理性选择。要抓住评价这个“牛鼻子”，从

“指挥棒”入手，优化评价体系，打破“唯分数论”。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张家口市第一中学教

师尤立增说，在确保科学、公正的前提下，要从对
考试分数的单一评价转向综合素质评价，从只看
成绩的终结性评价陆续转向重视过程性评价，对
学生成长进行包括学习态度、学习品质、课堂表
现、课后作业完成情况的全面记录。

另一方面，从供给端出发，进一步提升学校
教育的质量与水平，提高课堂效率。针对有需求
的学生，可以出台相应规范制度，鼓励学校在课
后提供有针对性的教学服务，通过组织兴趣班等
活动，满足学生个性化和差异化的需要。同时还
要注重加强校外教育资源的整合。

为营造清朗的教育教学生态，还要堵住优质
学校用变相考试、竞赛等办法招生选拔的口子，
从根本上斩断校外培训机构与中小学校招生的
关联。采访中记者得知，当前，在一些城市，这样
的现象仍然存在。

在继续加强对于培训机构监管的同时，有学
者建议，也应鼓励培训机构发挥技术手段、兴趣
与特长培训等方面的优势，引导其提供学校教育
之外的特色化、差异化服务，使其真正成为学校
教育的补充，而非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