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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站在新的起

点，南海教育的目标逐渐转向

“从有到优”“从细到精”，启动教

育创新行动计划，以战略规划驱

动教育全面改革创新，推动教育

跨越式发展。

2002年，南海成立了“面向

未来的南海教育创新行动课题

组”，并于2003年制定《面向未

来的南海教育创新行动纲要》，

此后各专项课题组又制定27个
子规划和实施方案，对事关南海

区各级各类教育改革和发展的

重大问题，提出对策和建议。

2004年，南海制定了《南海区中

小学校长职业竞争上岗实施办

法》，对全区中小学校长实行竞

争上岗。2007年，南海区教育

发展研究中心成立，构成了行政

与专业良性互动的可持续、可操

作性的平台体系。同年5月，南

海区正式启动“名师工程”，力争

每年引进一批“名教师”“名校

长”，提升教师队伍的推动力和

引领力。

2008年，《南海区教育创

新行动规划（2008-2012）》出
台，对未来5年南海教育的发展

做了规划。2009年，南海成为

广东省首批“推进教育现代化先

进区”。2010年10月，国务院

办公厅发出《关于开展国家教育

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南海成

为试点之一，试点任务是“创新

体制机制，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

学校教师校际交流制度，实行优

质高中招生名额分配到区域内

初中学校的办法，多种途径推进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2014
年，南海区推进义务教育高位优

质均衡发展、加快发展社区教育

等均取得成效，成为广东省首批

国家级“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县（区）”和“广东省社区教育试

验区”。

2016年4月，区委、区政府

召开“品质教育”工作推进会，打

造“品质教育、学在南海”教育品

牌，正式发布《佛山市南海区深

化教育综合改革工作方案

（2016-2020年）》，实施“1＋
5＋N”一揽子工作方案，进一步

提升南海区教育品质。8月 8
日，南商教育发展促进会成立并

设立“南商教育基金”，6年来累

计发放奖金超5000万元，超过

15000名优秀师生和650多个

优秀家庭获得奖励，形成了社

会、企业、家庭和学校全方位良

性互动的教育局面。2016年，

南海区被评为“全国教育改革示

范区”“全国社区教育示范区”。

2018年8月，南海区出台

《佛山市南海区品牌教育创新行

动计划（2018-2020年）》，大力

建设“有为党建”“优质学位”“教

育善治”等十大教育品牌，争当

全省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区、

全省加快教育现代化示范区和

建设南方教育高地的排头兵，打

造“公平、优质、多元、创新、开

放”的品牌教育。是年，南海成

为首个“全国规范化家长学校实

验区”。

2020年8月，南海区获批

成为国家级信息化教学实验区，

实现小学、初中、高中全链条的

“互联网+教学范式”研究，打造

“南海教育云—教育信息化应用

生态”，教育信息化水平继续走

在全国前列。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南海

历届党委、政府顺应时代发展潮

流，结合南海实际情况，不断推

进教育改革和发展，着力推动教

育信息化、现代化，彰显了南海

在改革开放前沿的时代站位和

敏锐的创新意识。

如今，南海继续建设教育强

区，仍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新时

代回顾过去的改革历程，南海将

不忘初心，继续坚持改革创新，

把教育事业发展推向新高度。

从三级办学到品质教育南海教育始终走在前列
坚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区域教育高质量发展

明代，四大书院并立西樵山；明清，松塘村翰林进士科名显赫；当代，17名院士
根系南海，石门中学高考状元辈出。千年古郡南海，教育始终勇立潮头，“教育强
区”的品牌远近闻名。

改革开放以来，南海历届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全面贯彻党中央、省
委、市委在各个时期提出的教育方针，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
旨，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结合实际，不断探索、推进和
深化教育改革及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各类教育发展，获得“全国‘两
基’工作先进市”“广东省教育强市”等荣誉。

改革开放初期，南海县委、

县政府在“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

须依靠教育”的根本方针指导

下，在省内率先实行县、区、乡三

级办学负责制，推动南海教育事

业的起步和发展。1980年 12
月，南海县扫盲工作经佛山地区

和省验收合格，成为基本无盲

县；1982年，南海县普及小学教

育；1988年，南海全县普及初中

教育。

撤县设市后，南海市委贯彻

党的十四大精神，把教育摆在优

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使南海教育

事业不断取得进步。

“省的教育工作会议，提出

‘教育兴省，以法治省’的口号，南

海也要‘教育兴市，以法治市’。”

1995年1月，市委、市政府召开

全市教育工作会议，吹响“教育兴

市”的号角。

伴随着这一宏图壮志的，是

一份《优先发展教育 建设教育强

市》的蓝图。其总体构想是：到

20世纪末以至21世纪初，初步

形成适应南海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面向21世纪、具有城乡一体

化和南海特色的现代化教育新体

系。

各类教育的目标包括全部小

学和初中分别要在 1998 年、

2000年前实现“四合格”；在巩

固、提高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

1998年前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

育；大力发展以岗位培训和继续

教育为重点的成人教育等。

为实现上述目标和任务，报

告提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建立教

育新体制”等5个方面（含多条）

主要措施。紧接着，在4月召开

的南海市十一届人大三次会议

上，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深入

贯彻执行教育兴市的“十条新措

施”，突出抓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和中小学标准化、现代化建设。

1995年10月，市委、市政府

贯彻中央“科技兴国”和省委“科

教兴省”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了

“科教兴市”的战略决策。

在这一战略的引领下，南海

以信息化推动教育现代化，教育

成果显著。1995年南海市被国

家教委公布为首批扫除青壮年文

盲市（县）；1997年被国家教委

评为“全国‘两基’（基本普及九年

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

盲）工作先进市”。1997年 4
月，全省教育督导工作暨县（市、

区）普通教育综合水平督导评估

试点工作会议在南海召开，会议

把南海市和深圳市南山区作为评

估教育强市（县、区）的试点。

2002年 6月，南海市获省政府

授予“广东省教育强市”称号，成

为广东省第一个教育强市。 文/珠江时报记者罗炽娴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阳吴玮

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最好的

“课堂”在路上。11月14日，丹灶

举行“探红色足迹 忆峥嵘岁月”产

业工人红色研学之旅活动。产业

工人带着孩子们分别参观中共南

三花工委旧址和中共南海县委旧

址，学习革命先辈的红色精神。

中共南三花工委史迹展览馆

设有序章、党的诞生、隐蔽战线、

革命成果和走进新时代五个篇

章，一行人认真聆听讲解员详细

介绍中共南海组织在解放战争时

期的艰苦斗争历程和新时代党建

成果。展馆内陈列着革命先贤的

雕塑和照片，以及战争年代的煤

油灯、旧水壶和老式手工油墨印

刷机，产业工人进一步了解了当

年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秘密印制

宣传单张的过程。

随后，一行人前往中共南海

县委旧址参观。据介绍，中共南

海县委旧址及其周边的6间民居

被修葺改造成一条展览长廊。在

讲解员的引导下，产业工人和孩

子们沿着长廊了解和学习中共南

海革命斗争史，听取了南海从

1919年到1949年的革命活动、

中共南海县委的发展和斗争历

程、革命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南海

志士及其革命故事等。

产业工人何友美带着就读于

丹灶镇第二小学的儿子陆国铭参

加此次活动，每到一处便拍照留

档，记住参观点的每个章节介

绍。“英勇的革命先烈，换来了今

天的美好幸福生活，我们更应该

努力学习，为祖国和社会发展做

贡献。”陆国铭说。

“丹灶镇创思驿站举办此次

活动很有意义，让产业工人从厂

企中‘走’出来，让孩子从课本中

‘走’出来，实地亲触遗迹、了解历

史。”佛山市沃隆化工有限公司王

华表示，本次参观学习让他感恩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丹灶有近10万产业工人，越

来越多的80后、90后成为产业工

人的补给大军。如何在产业工人

中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传教育，满足产业工人精神文化

需求，增强他们的幸福感和对南海

的认同感，成为丹灶镇创思驿站工

作落细落实的新课题。

为了打通宣传思想文化服务

向厂企和产业工人延伸的“最后

一公里”，丹灶镇创思驿站通过打

造创思品牌活动等方式，为产业

工人提供社会生活、学习成长、创

业培训等方面的服务。

这样学党史“走新”又“走心”
丹灶开展产业工人红色研学之旅

建成广东首个教育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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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了解红色南海的百年故事

打造教育强区品牌

优先发展教育

■南海举行2021年南商教育基金奖教奖学大会。 珠江时报记者/刘贝娜 摄

提升教育品质

■2002年，南海校园局域网全面开通，以信息化推动教育现代化。

（资料图片）

■ 在中共南

海县委旧址，

产业工人和孩

子们认真聆听

历史故事。

珠江时报记

者/吴玮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