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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会、嘉年华、升国旗……

即墨区多彩活动迎国庆

三年新建改扩建75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增加学位5万多个……

即墨：让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

本报9月 30日讯 为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9 月下旬，即墨
区蓝村街道举办了一系列主题活动，吸
引众多市民参与。

9月25日晚的北泉文化广场，由蓝
村街道南泉新村党委、北泉村党支部联
合主办的文艺汇演举行，村民们在新时
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就坐
观看演出。老党员管益珍演唱了原创
歌曲，表达爱国之情；群众自编自导的
移风易俗“三句半”，以幽默诙谐的方式
倡导乡村文明新风尚，引得大家拍手叫
好。

蓝村街道还组织开展了“同升一面
旗 同唱一首歌”活动，各个村庄和学校
举行庄严的升国旗、奏国歌仪式。9月

30日，在蓝村街道永安小学内，五星红
旗在国歌声中缓缓升起，师生们全体肃
立，向国旗行注目礼。“我将带着‘愿以
吾辈之青春，捍卫盛世之中华’的决心，
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好少年。”小学生
冉嘉欣说。

青岛春秋永旺种植专业合作社准
备了 51000 多斤面粉，送到古城村 640
多名 60 岁以上老人手中，让大家共享
村庄发展的成果，体会惠农政策和村集
体的关爱。

国庆节期间，蓝村街道以“秋季黄
河大集”和“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
万家活动为抓手，精心筹划了“百米长
卷赞山河 童心共绘迎国庆”儿童书画

展、“醉美金秋”农特产品丰收节、“百联
奥莱动漫嘉年华”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
文娱活动。同时，蓝村街道“送戏进万
家”活动也将举行，20多场精彩细腻的

表演、酣畅淋漓的演唱依次呈现在居民
面前，让群众享受文化盛宴。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掌上青岛
记者 刘卓毅 通讯员 孙斐格）

上学时间缩短一半

市民孟女士家住即墨区惠欣路和
即发路路口一处小区，2022年秋季，大
女儿小萱就读于盛兴路的即墨第三实
验小学。虽然小区离学校只有 1.5 公
里，但每天早晨开车送孩子上学时，车
流量很大，10 到 15 分钟到校是常事。

“路虽然不长，但早晨送孩子上学遇到
堵车很头痛。”孟女士称。

孟女士的烦心事，在 2023 年解决
了。为了解决青威路北侧部分社区适
龄儿童就近入学问题，即墨区投入 2.8
亿元修建了即墨区第三实验小学惠欣
路分校。“我们去参观过学校，崭新的
设施看上去很高大上，还有游泳馆、科
技馆和图书馆。”孟女士称，更让她感
到惊喜的是，学校还设有餐厅和带空
调的午休室，孩子吃午饭和睡午觉再
也不用去托管班了。2023年9月，小萱
转入分校就读。“这个学校离我家近，
现在开车送孩子的时间缩短了一半。”
孟女士称，现如今，她的小女儿小杉也
在即墨区第三实验小学惠欣路分校就
读一年级。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
要基石，我们满足了群众在家门口上
好学的愿望，让更多师生享受到明亮
的教室、宽敞的宿舍、干净的食堂、美
丽的校园。”即墨区教育和体育局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2021 年以来即墨区
累计新建及改扩建 75 所中小学、幼儿

园，增加学位 5 万多个，进一步提高了
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能力，资金投入、建
设数量等均创历史纪录。

农村娃搬进新学校

姚女士家住鳌山卫街道，2022年，
女儿小雪就读于鳌山卫中学。2023
年，一所崭新的九年制学校——蓝谷
实验学校投入使用，将原鳌山卫中学
和中心小学整体迁入，小雪从初二开
始搬进了新学校。

“以前村里有不少人，费老大劲把
孩子往即墨城区或者青岛市区送，现
在在家门口就有这么好的学校，真是
给我们做家长的省了心。”姚女士称，
她去参观过学校，校舍是新的，桌椅板
凳是新的，食堂、塑胶跑道、足球场、篮
球场更让她充满惊喜。除此之外，学
校还建起了海洋馆，让孩子们从小就
能获得海洋科普知识。除此之外，学
校高度重视师资力量的培养，多名老
师被评为市、区级的先进个人和优秀
教师。蓝谷实验学校的建成投用，极
大满足了鳌山卫街道居民对优质教育
资源的需求，也进一步提升蓝谷核心
区教育的整体发展水平。

近三年，整个即墨区的教育水平
都迈上了新台阶：2021年，即墨区出台
新一期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全域统筹，
全力攻坚，加快补齐教育短板。为保
障计划实施，即墨区成立专班顶格推
进，对部分重点项目由区级领导牵头

驻校蹲点，现场调度指挥。2022 年，
《以优质均衡发展打造现代化教育强
区》被列为区人大1号议案。

全面改善乡镇办学条件

解决好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
题，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选
择。除了城区的学校，即墨区还将目
光投向郊区，全面改善乡镇学校办学
条件。针对部分农村学校布局散、规
模小，基础薄弱、制约发展的现状，即
墨区在科学规划建设新校的同时，近
年有序撤并 56 处小规模学校，优化整
合教育资源。“我们通过集团化办学、
教研协作体、农村支教等形式，以城帮
乡、以强扶弱，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
展，让农村学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
质教育。”即墨区教育教学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宋红岩说。

目前，即墨区的高中段教育已实
现大变样。“近年即墨区总投资 30 亿
元，新建、改扩建3处高中学校，投资28
亿元建设职业教育园，大幅改善了高
中办学条件，增强了发展后劲。”郭吉
栋表示。

新学校，要有新气象——为把新
学校加快办成群众家门口的好学校，
即墨区坚持“建成一所优质一所”加大
帮扶支持力度，采取“名校办分校”“老
校带新校”“城区托镇街”等模式，发挥
优质资源辐射带动作用，助推新校高
位发展。

破解“入园难”“入园贵”

在破解“入园难”“入园贵”上，即
墨也打出强有力“组合拳”。近年来建
设 37处公办园，回租回购 34处民办园
化办成公办园，撤并119处小规模村办
园，投入 1.43 亿元认定普惠性民办园
210所，提供及挖潜公办学位1.8万个，
大幅提高了学前教育普及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即墨区这次是既
扩增量，也提质量。即墨区创新推
行“联盟办园”发展模式，采取“优质
公办园+分园”“局属园+镇街中心
园”“优质公办园+民转公幼儿园”等
形 式 ，实 施 局 属 园 联 盟 管 理“ 七 个
一”和“镇域一体化”联盟管理“四个
跟进”，并建立捆绑式考核评价和资
源共享制度，增进城乡间、区域间和
园际间交流学习，同步提高全区幼
儿园办园水平。

基本实现校校有食堂，保障 6 万
余名学生中午吃得饱、吃得好；安全运
行 265 辆校车，1.8 万名农村学生上学
放学实现风雨无阻；做好“5＋2”课后
服务，受益学生 10 万余人；健全从幼
儿园到大学的困难学生救助体系，不
让一名学生因困失学……即墨区在教
育上的一系列利好举措切实增进了民
生福祉。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掌上青岛 首席记者 刘卓毅 通讯员
王斐 王功修

近三年教育经费支出100多亿元，占全区财
政收入比重超过三分之一；新建及改扩建75所中
小学、幼儿园，增加学位5万多个；全区幼儿园公
办率提升至61%，普惠率达到98%，全面解决“入
园难”“入园贵”……9月30日记者了解到，即墨
区围绕建设活力宜居幸福现代化新区，坚持把教
育作为重大民生工程，不断优化完善政策、机制，
全区教育发展驶上“快车道”，跑出“加速度”。 蓝谷实验中学蓝谷实验中学。。

即墨区的小学生们在学习传统文化即墨区的小学生们在学习传统文化，，制作手工艺品制作手工艺品。。

在即墨区蓝村街道举办的晚会在即墨区蓝村街道举办的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