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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AC_E5_89_AF_E5_c64_98642.htm 去年6月，赵凤桐被正

式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负责北京市教育、科技等领域工作

。在他就任的半年多时间里，发展职业教育、对流动人口子

女自办校进行规范整顿、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等举措，都

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在两会期间，赵凤桐副市长接受了

本报记者专访，对市民关心的教育问题，逐一进行解答。 关

于义务教育 “小升初”坚持就近入学 记者：老百姓非常关心

孩子如何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问题，在这方面市政府是否有

新的举措？ 赵凤桐：这是老问题也是新问题。小学、初中就

近入学，这是教育部三令五申的原则，北京也要贯彻。但问

题在于，目前区域教育资源还存在不均衡，老百姓总想去好

的学校。我们总体上是不支持择校，但个别选择也免不了。

政府将通过改善办学条件等措施，提高各学校的领导班子建

设和教师队伍建设，加强薄弱校建设。力争到2010年，所有

中小学在硬件配备上都能达到办学标准。 记者：老百姓对择

校问题的反响也很大，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赵凤桐：我认

为，小学在哪儿上问题不大，一些所谓的名小学也不见得比

一般小学好多少。主要是一种心态，是一种错误的导向。如

果说上高中挑选一下还可以理解，但小学就开始择校大可不

必。 记者：今年在小学入学和“小升初”方面政策会有变化

吗？是否还采取电脑派位、划片入学等方式？ 赵凤桐：没有

变化，按照教育部要求就近原则，主要采取划片入学的方式

，电脑派位不做要求，各区县视具体情况自主确定。 关于打



工子弟校 打工子弟校今年继续整改 记者：去年政府在解决流

动人口子女就读问题上做了很多工作，今年是否还有具体的

设想？ 赵凤桐：北京市一直按照中央要求，义务教育阶段以

流入地管理为主。这些年，特别是近几年，在解决流动人口

子女就读问题上投入不少，也做了很多工作，应该说也见到

一定成效。 我的总体想法是，让所有孩子在安全的环境里受

到良好教育，一定要安全，不安全的话谈不上受教育。这是

前提，不管是公办和还是民办。我最大的希望是，所有学生

在安全环境里受到良好教育。今年还会这么做。最近想总结

一下这几年的做法，采取一些调查研究，听取一些专家、学

者等各方面的意见，看看他们对改善流动人口子女就读的问

题有什么想法。 部分打工子弟校将得到帮扶 记者：去年各区

县都取缔了一批流动人口自办校，这项工作今年还会推行吗

？ 赵凤桐：今年还是会对一部分确实存在重大安全卫生问题

的学校进行逐步取消，来帮助他们整改。 记者：取缔工作有

没有时间表？必须要在今年完成吗？ 赵凤桐：要逐步推进，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这些学校可能办学办了几年了，马

上关闭也不太可能，需要一个过程。 记者：是否意味着今年

有部分没有取得办学资格证的学校会得到政府帮扶？ 赵凤桐

：有一定基础条件的还是帮助他们，包括跟他们一起来整改

不安全的校舍环境，改善他们的办学条件。 记者：这些学校

会合法化吗？ 赵凤桐：要逐步来。一所学校要达到基本的办

学条件，不是要求必须要有400米跑道、教师有高学历等，与

公办学校不是一个标准。但是，要达到基本的办学条件，首

先是建筑安全、卫生安全、防火安全。同时，教师的师资也

得达标。 记者：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打工子弟学校的审批不



再是完全停止了？有可能还会审批一批？ 赵凤桐：目前没有

放开，适当的时候要根据最低标准来审批。 记者：有计划吗

？ 赵凤桐：正在研究，不是说对所有的学校都批准，都批准

是对学生和家长的不负责任。 公办校完全有接收能力 记者：

您认为在推行整顿打工子弟学校工作中，难度在哪里？ 赵凤

桐：最大难度是，在外来人口比较聚集的地方，规划中不能

建学校，但学校又一定要建，这就是矛盾。此外，少数学校

规模太小。我们会尽力帮助这些学校。 记者：是不是给家长

做工作和宣传也是比较难的？ 赵凤桐：就目前所有在流动人

口自办校就读的外来人口子女来说，公办校都有能力接收，

但是有些流动人口子女家长习惯了就近经商、务工，小孩也

就近读书，这是个思维习惯。如果我是这些家长，我为子女

以后考虑就不会这样，不一定要出门就上学，就地就摆摊，

这是对子女的不负责任。 现在在未经批准的流动人口自办校

就读的学生还有9万多人，这些学生北京的公办学校都能接收

，各区县都有具体方案。但是部分学生就是不去，原因很复

杂，这方面还需要政府多做工作。 关于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

十一五”规划年内出台 记者：北京近年在职业教育方面做了

很多工作，今年还会有更大的动作吗？ 赵凤桐：有。今年要

制定职业教育“十一五”规划，现在这个规划草案都有了，

今年很快就能出台。 记者：规划将涉及哪些方面？ 赵凤桐：

包括办学规模、教师培养、学生数量以及设置一些以市场为

导向的专业等，同时制定出台7个配套政策，如对职校学生进

行减免学费等。 中职学费有望减免三分之一 记者：减免是针

对困难学生，还是所有的职校学生？ 赵凤桐：总体减。所有

中等职业学校都降低学费，由政府补贴。 记者：减免的幅度



有多大？ 赵凤桐：初步考虑减免学费的1/3，但这一方案还需

通过政府办公会讨论，争取尽快实施。 自主招生高职增为10

所 记者：如何解决职业学校生源问题？有没有考虑采取措施

提升职业教育的学历层次？ 赵凤桐：计划采取中职教育与高

职教育衔接的方式。北京已在部分学校开展5年制高职试点，

学生初中毕业进入5年制高职，毕业后就能拿到大专文凭，对

学生和家长来说有一定吸引力。这种方式既提升了学生的学

历层次，又拓宽了技能知识，今年这种方式将进一步扩大。 

记者：去年北京已在3所高职进行了自主招生的试点，今年这

个工作还会继续吗？ 赵凤桐：还会继续，而且范围将扩大

到10所。 记者：10所学校以民办为主吗？ 赵凤桐：有民办也

有公办。差不多“五五分”。选择这些学校不是看民办还是

公办，主要是看学校办学质量、管理水平，民办学校也有管

理比较规范的。通过这种方式提升学生选择职业学校的积极

性。 关于教师工资 教师工资有望取消城乡差异 记者：教师工

资改革也是社会很关注的问题，有没有具体设想？ 赵凤桐：

这次改革是事业单位工资改革的一部分，想通过这次教师工

资改革，让教师普遍增加收入，月工资人均增长300元左右。 

记者：学校间差异怎么解决？ 赵凤桐：校际间的差异是历史

形成的，不是马上能解决的。通过这次工资调整，要解决城

乡统筹问题。比如同班的毕业生，分到怀柔和西城当老师工

资都一样。 记者：有可能吗？ 赵凤桐：问题不大，正在做方

案。工资投入靠市、区两级财政来解决。解决城乡统筹问题

，就像现在北京市的公务员，级别一样工资就一样。这次教

师工资改革也基本想达到这种状态，实现城乡教师收入不低

于公务员收入。目前考虑先拿西城区做试点。 记者：这是否



意味着工资的分配跟学校脱离了？以前依靠学校自筹的那部

分结构工资会取消吗？ 赵凤桐：结构工资问题很复杂，现在

不可能一下解决，现在主要是解决来源问题。我们今后的努

力方向，就是争取不要靠学校收费，但是现在学校差异太大

，解决起来需要一个过程，需要逐步研究。 人物印象 亲民市

长有问必答 朴实、平和是赵凤桐给人留下的最深印象。尽管

是第一次与赵副市长见面，交流中却更像是与一位熟悉的长

辈在聊天。每次提问，他都会侧着头耐心地倾听，等记者把

一个问题说完了才开始回答。 回答问题时，赵副市长喜欢用

短句开头，但又不会把一个问题过于简单地阐述。他谦和、

平缓的语气中透着果敢，说到兴起时，还会习惯性地举起手

，做一个坚决往前推的动作。 27日下午，赵副市长第一次参

加昌平代表团的小组会。看到老区长到来，代表们纷纷上前

问候，有的代表还拉着他合影留念。这时的赵副市长总是站

在一边安静地笑着，话不多，带着他特有的一种亲切。 从昌

平区区长到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尽管角色转换才过去短短半

年，但从赵副市长的言谈中已感受到他对教育领域的深刻思

考。流动人口子女就读要讲安全、城乡教育要统筹发展⋯⋯

在赵副市长描绘的一幅幅教育蓝图中，北京的教育相信会越

来越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