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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发展为先，打造科教资源优
势。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江苏各届党
委政府都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
作为强省建设的基础工程，作为江苏
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战略和政府执政
为民的基本任务。 可以说，江苏教育
70 年发展的历史，是一部教育率先发
展、优先发展、快速发展的历史，是一
部教育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互动
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各类教育互补
互促、协调发展、不断提升的历史。

兴学重教，
有限财力先紧着教育用

江苏的教育底子厚实，通过对旧
有教育的接管和接办，江苏教育事业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迅速的恢复
和发展。

1949 年 12 月， 第一次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确定我国教育的总方针是
“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 教育必
须向工农开门”。 当时，江苏地区由苏
北行政区、 苏南行政区与南京市组
成，三个地区的各级领导学习了这一
次会议的有关文件， 结合江苏实际，
积极新建了一批普通中学及工农速
成中学。 有些普通中学增办了夜中
学，对工农子弟实行优先录取，采取
设置人民助学金、 减免学杂费等措
施，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普通
中学的发展高潮。

据 1952 年的统计数据，三地的中
小学校数和学生数都比 1949 年增长
了 1.5 倍，而教育经费占到了南京市、
苏南、苏北财政总支出的 38.36%。 教
育经费所占的比重如此之高，充分反
映了新生的人民政府对发展教育的
极度重视， 这也成为江苏教育 70 年
坚定前行的决心底气。

1953 年 1 月 1 日江苏建省，次
日，江苏省教育厅成立，吴贻芳任厅
长。 1956 年，江苏又成立高教局，与江
苏省教育厅并列，主管高等教育与中
等技术专业教育。 1959 年，省高教局
又改为省高教厅，两年后与教育厅合
并组建成了新的江苏省教育厅。“一
五”期间，江苏各级政府将发展基础
教育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和发展规划
中，充分发挥各地的办学优势，调动
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江苏的基础
教育质量稳步提高， 改革不断深入，
出现了持续发展的大好局面。

在高等教育领域，江苏在全国高
等学校院系调整的浪潮中，将多所综
合大学分别调整成多个单科学院，重
点发展了工科和师范院校，着力培养
急需的专门人才； 在基础教育领域，
江苏各级政府将教育纳入当地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中，充分发挥
各地的办学优势，调动广大人民群众
的办学积极性。

1958 年中央作出《关于教育工作
的指示》，下放了教育事业管理权，并
提出“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江苏
随之出现了办学高潮， 走出了多渠
道、多形式办学的新路子，并且为全
国创造了一批典范、经验。

当年 3 月， 江苏在全国率先创办
了农业中学，受到中央肯定并在全国
推广。 仅仅一个月，全省就兴办农业
中学、职业中学 6568 所，学生超过 34
万人，时称“一夜春雨、满园花开”。

可以说， 在建省后的一段时期

内，江苏教育迎来了一段调整和快速
发展的时期。 1960 年以后，江苏教育
界在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
八字方针指引下，全面执行大、中、小
学工作条例， 学校教学秩序趋于稳
定，教育质量逐年提高。 如，江苏在
《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中，第一次将
残疾儿童、青年的特种学校，列入国
家正式学制，并采取公办或民办的方
式，稳妥新建了一批学校，其中南通
县群众集资创办的三余聋哑学校是
我国第一所农村聋哑学校。

理念飞跃，
教育投资是效益最大的投资

追今抚昔， 巍然前行。 江苏教育
事业的每一步跨越，都伴随思想认识
的升华。 改革开放初期，1980 年，江苏
省委第一书记和书记处书记就分头
带队组织教育问题的专题调查，历时 1
个多月，省委两次听取汇报，并以省委
名义召开全省中小学教育工作会议，
请各地（市）、县委负责人和教育部门
负责人一道，共商全省教育大计。 经过
会议，各级领导破除了“办教育远水解
不了近渴”“办教育不如办工厂” 等错
误观念， 充分认清教育水平与国外的
差距，奋起直追，迎头赶上。

从这时候起， 江苏历届省委省政
府领导都极为重视教育， 逐步强化教
育优先发展的地位， 适时确立教育率
先发展的目标， 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
策。1983年，省“六五”计划第一次列教
育事业计划，把智力开发、科学技术进
步放到战略重点位置，在《中共中央关
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后，江苏
省委要求各地确立“教育投资是效益
最大的投资”的观念，在总体上按全国
一类地区要求规划教育发展。

1986 年，全省全面实行基础教育
分级办学新体制，实行县乡村三级办
学、县乡两级管理，大大增强了地方
政府在发展教育事业方面的责任。 各
级地方政府自觉把教育纳入当地的
总体规划，摆上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
事日程， 列入政府工作目标责任制，
并列入干部考核内容，直接推动了全
社会的教育投入， 改善了办学条件，
使得基础教育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989年 1月，省委、省政府明确提
出“科技兴省”战略，1992年又提出“科
技兴省、教育为本”的方针。 1994 年 8
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
议，宣布将“科技兴省”战略进一步充
实为“科教兴省”战略，并将其确定为
全省三大战略之首。

20 世纪 90 年代， 作为位列全国
经济第一方阵的东部大省，江苏面临
着人口密度大、物质资源少、发展不
平衡等诸多瓶颈。 此时，江苏教育做
出了历史性的选择———加速实现教
育现代化，把江苏巨大的人口压力转
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1993 年，江苏在
全国率先提出了实施教育现代化工
程的目标， 并在苏南地区开展试点。
实现“两基”后，省委、省政府确立了
“整体规划、分步实施、区域推进、滚
动发展”的方针，明确提出，到 2010 年
要在全国率先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
这标志着， 江苏坚持优先发展教育，
将“在全国率先”作为了江苏教育发
展的目标追求。 时任省委书记陈焕友
掷地有声地提出：“没有教育的现代

化，就没有江苏的现代化！”“一流的经
济必须用一流的教育来支撑！ ”

这一系列战略抉择， 是对教育地
位、作用的认识飞跃，也是对教育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飞
跃。 1999 年，省政府发布《江苏省实施
教育现代化纲要》，提出“通过实现教
育思想、教育发展水平、教学体系、教
育技术装备、师资队伍和教育管理等
方面的现代化，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体系”，要“赶
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

一时间， 江苏教育的发展如潮起
云涌、奔腾向前，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
天。 在高等教育领域， 从 1978 年到
2000年，江苏普通高校由 35所新增到
71 所， 在校生数由 6.05 万人增加到
47.48 万人。 在基础教育领域，全省相
继实施“三新一亮”（新课桌、新板凳、
新讲台、电灯亮）工程，“六有”（有整洁
的校园， 有满足师生就餐需要的卫生
食堂，有冷热饮用水，有水冲式厕所，
有安全宿舍，寄宿生一人有一张床）工
程，“校校通”（校校与互联网联通）工
程，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大为改善。

2005 年，省委省政府召开新世纪
第一次全省教育工作会议，颁布《关
于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率先基本实现
教育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了江苏教育
现代化建设新的战略目标。 在 2006年
11 月举行的江苏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上， 教育优先发展的特殊使命被进一
步凸显出来，会议提出，江苏教育要率
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教育发展的主要
指标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同期水平。
教育成为江苏各行各业中唯一要求率
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领域。 2010 年 8
月， 省委省政府召开新世纪第二次全
省教育工作会议，颁布《江苏省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 提出了到 2015 年和 2020
年的教育现代化主要指标。

这 30 多年里， 几乎每隔几年，教
育事业就跃上一个新平台、立起一座
里程碑。 省委省政府将国家大政方针
与江苏实际紧密结合，敢为人先、大胆
探索，实现了教育的跨越式发展。 经过
30多年的努力，教育现代化的推进过程
已由更多的重视硬件改善，逐渐进入到
更多的重视质量提高和满足人民群众
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新阶段。

矢志率先，
全省教育又好又快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围绕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这一根本问题提出一系列富有创见的
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系统回答了一系
列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为
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围绕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确定的
目标要求和重点任务，江苏切实提高教
育投入保障能力和水平，全省财政性教
育经费、财政教育支出和公共财政预算
教育拨款相继迈上千亿元大关，基本建
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和
投入机制，为江苏教育实现又好又快发
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进入新时代后，江苏公办幼儿园、
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
款标准均实现了零的突破，在全国率
先实现所有学段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和生

均财政拨款标准全覆盖。 各级各类学
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和公用经费
也在逐年增加， 其中省属高校生均拨
款基本标准提高到 10800 元。 到 2018
年， 江苏省地方教育经费总投入达到
2837 亿元，其中财政性教育经费 2202
亿元（占总投入的 77.6%），是 2000 年
的 13.1 倍，年均增速 15.4%，财政投入
的主渠道作用显著增强。

正是因为教育投入的加大， 我省
在实现免费义务教育的基础上， 中等
职业学校也实行全体学生免学费政
策，高中阶段残疾学生实行免费教育；
全省义务教育债务全面化解， 高中阶
段学校基建债务也基本化解。

2013 年 1 月 31 日， 我省在全国
率先发布《江苏教育现代化指标体
系》。 2013 年 5 月 18 日，教育部与江
苏省政府在苏州签署共建教育现代化
试验区协议， 部省合力打造江苏教育
现代化建设“升级版”。

2014 年 10 月 22 日，我省首份教
育现代化建设监测报告出炉， 这是继
我省在全国率先颁布《江苏教育现代
化指标体系》 之后的又一创新举措。
2014 年，全省教育现代化建设综合达
成度 71.6%，远超“2015 年教育现代化
建设综合达成度 60%” 的目标。 到
2016 年，全省 70%以上的义务教育学
校达到省定标准化学校办学标准；到
2018 年，所有义务教育学校都达到省
定标准化学校办学标准。

以教育现代化为旗帜，我省还相继
实施了一系列重大工程，推进各级各类
教育又好又快发展。 如在学前教育阶
段，实施学前教育 5 年行动计划，着力
缓解“入园难”，截至 2015 年末全省新
建、改扩建幼儿园 3000多所。 2012年 3
月 1日，《江苏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
施，对全省学前教育管理体制、办学资
源、经费保障机制、保教日常管理等多
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为解决学前教育发
展过程中的难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 经过近十年持
续健康发展， 在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经过教育工作者的不懈奋斗，江苏
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全面提升，一系列的“率先”构成江苏
教育最闪亮的符号， 为实现强省战略
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江苏
教育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 教育体
系全面构建。2018年，江苏各级各类教
育在校学生达 1389.7万人，是 1949 年
的 9.3倍， 全省平均受教育年限达 9.5
年，各项教育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全
省已初步形成层次完整、类别齐全、形
式多样、 基本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需要的教育体系。

2019 年 5 月 16 日， 在全省教育
大会上， 省委省政府再次对教育工作
做出重大战略部署：推动教育理念、教
育质量、教育机会公平走在前列，在全
国率先高水平实现教育现代化，到
2035 年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
列，既是时代要求，更是江苏教育的责
任和担当。回望 70年，在省委省政府的
领导下，江苏教育书写了宏大叙事下的
壮阔史诗。“时至今日，率先实现教育现
代化， 更是 7800万江苏人民的热切期
盼，也是引领江苏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
鲜明旗帜。 ”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
说，教育的人才和智力贡献显著，形成
了江苏发展的最大优势。

时代先声，优先发展教育的历史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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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旧学校的接管和改造 1949 年
4 月 23 日， 南京解放。 南京军事管制委员
会接管了国立中央大学和国立政治大学。
6 月，江苏全境解放，南京、苏州、无锡等地
的公立高等学校接收工作也相继进行。接管
以后，军管会对部分高校作了调整，到 1949
年底，江苏境内共有高校 18 所。抗美援朝战
争爆发后，国家决定接收所有接受外资津贴
的学校，彻底收回了教育主权。 一般私立中
小学的接办则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
步改造”的方针，截至 1952 年底，全省共接
办国人自办的私立中学 143 所。

1950 年：创办工农速成中学 1950 年 5
月，为了响应国家提出的“教育为国家建设
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苏南行署文
教处在无锡创办苏南工农速成中学，这是我
国最早创办的工农速成中学之一。 一年后教
育部正式颁发《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实施办
法》， 随后苏北行署文教处在扬州创办苏北
工农速成中学，南京创办了南京工农速成中
学， 苏州在华东革命大学附设工农速成中
学。1952 年暑期后，又新增了 4 所。但实践证
明，知识需要积累，不能“速成”。 1955 年起，
工农速成中学一律停止招生，并逐步转为普
通中学。

1951 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1
年 9 月，周恩来在京津高校教师学习报告会
上作《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号召
知识分子开展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
1952 年 3 月起，全省高校先后分两批开展思
想改造运动，90%以上的教职工和 80%的学
生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学习。 中小学教师的
思想改造运动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
推开。 这次运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
的一次马列主义普及运动。

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1952 年下
半年起，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
调整。 根据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
参照苏联高等教育模式， 经过一年多的调
整，我省共设大专院校 17 所，占全国高校总
数（182 所）的 9.3%。 其中综合大学 1 所、工
科院校 6 所、农林院校 3 所、医药院校 3 所、
师范院校 3 所、艺术院校 1 所，布局不合理
的状况有所改变。 但是院系调整采取全国一
刀切的办学模式，出现了理工分割、文理分
家的现象，使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走了一段
弯路。

1953 年：首次创办重点中学 1953 年 6
月，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
议确定在全国各省市办好重点中学 194 所，
占全国中学总数的 4.4%。 当年 9月 19日，省
教育厅发出《关于有重点地首先办好一批重
点中学和师范学校的通知》，要求地方从师资
水平较高、领导力量较强、办学条件较好、业
绩优良的学校中评选出一批重点中学。 经教
育部批准，全省评选出重点中学 14 所，它们
是：南京师院附中、南京一中、南京五中、南京
第一女子中学、苏州高级中学、淮阴中学、盐
城中学、扬州中学、南通中学、镇江中学、常州
中学、淞江中学、无锡一中、徐州一中。

1954年：学习苏联教育经验 学习苏联
教育经验是新中国教育事业奠基阶段的重
大举措， 江苏教育界也积极投入到这股全
面、系统地学习苏联教育理论、教育制度、教
育模式和教学方法的热潮之中。 1954 年 11
月，省教育厅建立学习室，指导全省教师学
习苏联教育理论。学校管理体制也全盘仿照
苏联，对各级学校都采取高度集中的统一管
理， 均由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统一领导。
学习苏联教育经验对于提高教育质量、加快
人才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出现了生搬
硬套、结合中国国情不够的问题。

1955—1956年：大力扫除文盲 1949年，
江苏人口约 3500万， 其中文盲占 80%以上。
新中国成立后， 扫除文盲成了江苏成人教育
的重点。 初期各地借鉴解放区的做法， 采取

“冬学”和“农村俱乐部”等形式，在城镇、农村
逐步开办农民业余学校，开展扫盲工作。 1955
年 2月 1 日， 江苏省扫盲干部大会在南京召
开。 同年 10 月，省教育厅和团省委联合发出
通知，要求把识字教育列入农业合作化运动，
计划在 5年内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1956年
2月 1日，省教育厅和团省委又联合召开了有
千余人参加的扫盲干部大会， 成立了省扫盲
协会。 会后，省教育厅、团省委组织了由 5029
人组成的扫盲工作团， 分 9 个大队到各地组
织开展扫盲工作。 这一年，全省 80%的县、市
成立了扫盲协会， 当年农民文盲的入学人数
为 733万，56万人脱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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