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嵊泗县基础教育学校设施布局专项规划

（2019-2030年）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

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6‟40 号）、浙江省人民政

府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实施意

见（浙政发„2017‟25 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

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实施意见》（浙政

办发„2018‟117号）、《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做好全省中小

学校（幼儿园）布局规划和建设工作的通知》（浙教办规„2019‟

20 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推进我县基础教育设施规范建设，

促进城乡各级各类教育均衡优质发展，根据《嵊泗县人民政府关

于区域性整体推进小班化教育的实施意见》以及《嵊泗县城区控

制性详细规划》（方案），结合我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实际，制

定本规划。

一、基本现状

嵊泗县为浙江省最东部、舟山群岛最北部的一个海岛县，海

洋资源丰富，陆地资源紧缺。全县辖 3 镇 4乡，本岛 1 镇 1乡，



   

分别为菜园镇和五龙乡，菜园主城区为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外岛

2 镇 3 乡，分别为嵊山镇、洋山镇、黄龙乡、枸杞乡、花鸟乡。

全县户籍人口 7.52 万人，常住人口 7.08万人，流动人口约 2.3

万人。

（一）学校布局情况

目前，我县基础教育学校共 18所，其中：普通高中 1所，

初中学校 2所，小学 7所及 1个教学点，幼儿园 8所及 1个教学

点。近年来，我县坚持“中学集中县城办学，小学、幼儿园就近

入学（外岛乡镇原则上一乡（镇）一校（园）”的总体布局思路，

通过公共资源整合、学校布局调整，全县基础教育学校总体布局

结构已基本形成。具体如下：

表 1：2018年嵊泗县基础教育学校布局情况表

乡  镇

学校分布（所）

小计 高中 初中

小学 幼儿园

学校数
其中：

教学点

幼儿园

数

其中：

教学点

本岛
菜园镇 10 1 2 3 1 4

五龙乡       1

外岛

嵊山镇 2   1  1

洋山镇 2   1  1

黄龙乡 2   1  1

枸杞乡 2   1  1



   

花鸟乡

合计 18 1 2 7  8

（二）办学规模情况

至 2018年，全县基础教育学校在校学生共 5576 人。其中：

高中在校学生 757人，办学规模 24 班，平均班额 32人。初中在

校学生 1124 人，办学规模 37 班，平均班额 30人。小学在校学

生 2470人，办学规模 88班，平均班额 28人。其中菜园镇小学

办学规模 59 班，平均班额 30 人（3所城区小学办学规模 54班，

平均班额 32 人）；外岛乡镇小学办学规模 29班，平均班额 24人。

幼儿园在园幼儿 1225人，办园规模 52班，平均班额 24人。其

中菜园城区办园规模 36班，平均班额 26 人；外岛乡镇办园规模

15 班，平均班额 16人，具体如下：

表 2：嵊泗县基础教育学校办学规模情况表（2018年）

学  校 班级数 学生数 平均班额

一、普通高中 24 757 32

嵊泗中学 24 757 32

二、初中 37 1124 30

县初级中学 20 630 32

海星中学 17 494 29

三、小学 88 2470 28

菜园镇第一小学 13 412 32



   

菜园第二小学 10 283 28

菜园镇第三小学 31 1016 33

菜园三小马关教学点 5 78 16

黄龙乡小学 6 76 13

嵊山镇小学 6 153 26

枸杞乡小学 6 180 30

洋山镇学校 11 272 23

四、幼儿园 52 1225 24

县中心幼儿园 15 410 27

中心幼儿园五龙教学点 1 5 5

春蕾幼儿园 8 182 23

菜园镇实验幼儿园 9 251 28

其中：马关分园 1 13 13

黄龙乡幼儿园 2 22 11

嵊山镇幼儿园 4 76 19

枸杞乡幼儿园 3 58 19

洋山镇幼儿园 6 114 19

聪聪幼儿园 4 107 27

合  计 201 5576 /

（三）办学条件资源配置情况

全县基础教育学校占地总面积 189022.35 ㎡，其中运动场面

积 61803.6 ㎡、绿化面积 38904.52 ㎡。建筑总面积 108487 ㎡，

其中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 39829.49 ㎡。具体如下：



   

表 3：基础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情况表（2018年）

学    校
在  校

学生数

占地面积 校舍建筑面积

小计
其中：运动

场地面积
绿化面积 小计

其中：教学

及辅助用房

一、普通高中 757 61192 12995 18807 27180 8650.77

嵊泗中学 757 61192 12995 18807 27180 8650.77

二、初中 1124 49103 12508.5 7701 28374 7712.88

县初级中学 630 31881 6508.5 5401 17497 4757.88

海星中学 494 17222 6000 2300 10877 2955

三、小学 2470 63049.35 29360.78 10835.52 38416.75 15477.24

菜园镇第一小学 412 6128.61 3250 450 5881 2209

菜园第二小学 283 4044.24 1294 610 3346 1303

菜园镇第三小学 1016 18568 10596 2928 13200 6253

菜园三小马关教学点 78 2667 1000 857 1668 663

黄龙乡小学 76 3005 1168 245 2327 715

嵊山镇小学 153 7748 2160 368 2409 946.3

枸杞乡小学 180 7560 4230 1112.4 2573 1042

洋山镇学校 272 13328.5 5662.78 4265.12 7013 2345.94

四、幼儿园 1225 15678 6939.32 1561 14516 7988.6

县中心幼儿园 410 5085 2550 781 5057 1992.5

中心幼儿园五龙教学点 5 310 126 30 154 83

春蕾幼儿园 182 1533 511 20 1446 925

菜园镇实验幼儿园 251 3170 1306.12 305 2445 1738

黄龙乡幼儿园 22 330 150 4 502 299

嵊山镇幼儿园 76 1820 881 231 2125 1127

枸杞乡幼儿园 58 940 408 10 1053 563

洋山镇幼儿园 114 2070 857.2 160 1434 1017.1

聪聪幼儿园 107 420 150 20 300 244

合  计 5576 189022.35 61803.6 38904.52 108487 39829.49



   

表 4：基础教育学校办学资源生均指标达成情况表

学   校
生均占地

面积(㎡)

生均建筑

面积(㎡)

生均教学及辅

助用房(㎡)

生均运动场

地面积((㎡)

生均绿化

面积(㎡)

一、普通高中 80.83 35.90 11.43 18.68 24.84

嵊泗中学 80.83 35.90 11.43 17.17 24.84

二、初中 43.69 25.24 6.86 12.07 6.85

县初级中学 50.60 27.77 7.55 12.01 8.57

海星中学 34.86 22.02 5.98 12.15 4.66

三、小学 25.53 15.55 6.27 11.89 4.39

菜园一小 14.88 14.27 5.36 7.89 1.09

菜园二小 14.29 11.82 4.60 4.57 2.16

菜园三小 18.28 12.99 6.15 10.43 2.88

马关小学教学点 34.19 21.38 8.50 12.82 10.99

黄龙小学 39.54 30.62 9.41 15.37 3.22

嵊山小学 50.64 15.74 6.18 14.12 2.41

枸杞小学 42.00 14.29 5.79 23.5 6.18

洋山学校 49.00 25.78 8.62 20.82 15.68

四、幼儿园 12.80 11.85 6.52 5.66 1.27

县中心幼儿园 12.40 12.33 4.86 6.22 1.90

中心幼儿园五龙教学点 62.00 30.80 16.60 25.20 6.00

春蕾幼儿园 8.42 7.95 5.08 2.81 0.11

菜园镇实验幼儿园 12.63 9.74 6.92 5.20 1.22

黄龙乡幼儿园 15.00 22.82 13.59 6.82 0.18

嵊山镇幼儿园 23.95 27.96 14.83 11.59 3.04

枸杞乡幼儿园 16.21 18.16 9.71 7.03 0.17

洋山镇幼儿园 18.16 12.58 8.92 7.52 1.40

聪聪幼儿园 3.93 2.80 2.28 1.40 0.19



   

截止 2018年，全县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覆盖率 100%，等级

幼儿园覆盖率 100%，其中一级园 1 所、二级园 2所，三级园 5

所。

（四）人口变化趋势及预测

2010年—2018年，全县户籍人口数、常住人口数、人口出

生数均呈下降趋势，年均减少比例分别为 0.68%、1.44%、0.09%。

具体如下：

表 5：人口变化情况表（2010—2018 年）

指  标

年度 年均增

减（占）
比例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县籍人口数
（人）

7.94 7.9 7.86 7.82 7.8 7.75 7.7 7.62 7.52 -0.68%

常住人口数

（万人）
7.96 7.92 7.58 7.57 7.43 7.41 7.36 7.12 7.08 -1.44%

人口出生数

（人）
380 352 383 355 423 344 389 425 350 -0.09%

其中:人口出生

数占户籍人口

比例

0.48% 0.45% 0.49% 0.45% 0.54% 0.44% 0.51% 0.56% 0.47% 0.49%

根据上述人口变化情况及增减比例，现对 2019年—2030年

人口情况作如下预测：



    

表 6：人口预测情况表（2019—2030）

指  标

年度及人数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户籍人口数

（万人）
7.47  7.42  7.37  7.32  7.27  7.22  7.17  7.12  7.07  7.02  6.98  6.93

常住人口数

（万人）
6.98  6.88  6.78  6.68  6.58  6.49  6.40  6.30  6.21  6.12  6.04  5.95

人口出生数 366  363  361  359  356  354  351  349  347  344  342  340

按上述人口出生数预测情况，到 2030 年，预计我县基础教

育学校学生数为 5443人（含托班人数 344人）。具体如下：

表 7：基础教育学校学龄人口预测数（2030年）

指  标 年度人数及占比 备  注

基础教育学生数（人） 5443

其中：高中生数 729

初中生数 1164

小学生数 2159

其中：菜园镇服务区学生数 1619 按年均占比增减比例测算（75%）

幼儿数 1047

其中：菜园镇服务区学生数 817 按年均占比增减比例测算（78%）

托儿数 344

其中：菜园镇服务区学生数 275 按年均占比增减比例测算（80%）

注：菜园镇服务区学生数包括花鸟、五龙、马关等学生数。



    

（五）存在的问题

1.学前教育优质资源缺失

全县 8所幼儿园，一级园 1所，二级园 2 所，三级园 5 所，

其中二级及以上园占比 37.5%。与省教育现代化县的要求还有不

少的差距。学前教育优质教育资源缺少，是现阶段我县迫切需要

解决的重要工作之一。

2.城区教育资源不足

随着我县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社会对享受优质教育

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学龄人口进城就读人数逐年增长，造成城

区学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压力明显增加，城区学校现有办

学条件资源已远远不能满足今后发展需要。

（1）城区小学。根据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标准，结合

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县创建要求、《嵊泗县人民政府关于区域

性整体推进小班化教育的实施意见》，菜园城区一小和三小 2所

学校实际办学规模 42班，小学每班 30人，可容纳学生 1260人。

2018 年 2所学校在校学生 1428 人（不含县籍学生赴外就读数），

办学规模已显不足。预计到 2030年，菜园城区户籍学生 1519人

（不含马关教学点 100 人），办学规模需求 51班。

另外，菜园二小为公办的外来务工子弟学校，按现有办学资

源生均指标，最多可容纳学生 202（运动场地 1294 ㎡，按生均



    

运动场地 7.5 ㎡标准，按 85%折算为 202人）人，控制办学规模

7 班每班 28-29人（或 8 班每班 25 人）。目前该校办学规模 10

班，在校学生 283人，从 2008年成立时的 160人至今，外来务

工子女就学人数在逐年增长，对城区小学办学资源需求带来更大

的压力。

（2）城区幼儿园。根据国家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2016】，

结合城区幼儿园现有办学条件资源及招生班额（25人），实行服

务区招生的县中心幼儿园和菜园镇实验幼儿园实际办学规模 23

班，最多可容纳幼儿 575 人，春蕾幼儿园弥补不足可增 1 班，最

多城区幼儿园办学规模 24 班，满足 600名幼儿就读。2018年，

城区在园幼儿 661人（不含县籍学生在县外就读数），办学规模

已明显不足。预计到 2030 年，城区幼儿 817 人，办学规模需求

33 班。另外，聪聪幼儿园面向外来务工子女招生，目前在校幼

儿 107人，按幼儿园建设标准及现有办学条件资源最多可容纳幼

儿 35 人。城区学前教育办学资源可以说严重紧缺。

3.现有办学资源制约了小班化教育的全面推进

根据《嵊泗县人民政府关于区域性整体推进小班化教育的实

施意见》，到 2015年全面实现小学 30 人、初中 35人、高中 40

人以下班额的小班化教育。到 2020年，试行小学班额 25 人以下、

初中 30人以下、高中 35人以下的小班化教育。按照目前办学规



    

模情况看，高中办学资源较为充分，现有资源完全能满足办学规

模 24 班、每班 30—40人的办学条件，且已全面实现小班化教育

发展水平。2所初中学校基本满足小班化发展要求，办学规模控

制在 42班以内，每班 30人。小学现阶段外岛已基本实现小班化，

但城区小学办学条件仍无法实现 30人以下的小班化教育，要实

现 25 人以下的小班化教育，需要扩大城区小学教育资源及办学

规模。幼儿园按现有招生要求，外岛基本已实现 25 人以下，但

城区幼儿园办学规模每班均超过 25人，城区现有办学资源无法

满足小班化教育的有效推进。

4.初中学校基础设施办学条件均衡差异仍较为突出

全县 2所初中学校，海星中学与县初级中学相比，办学条件

相对较为薄弱。一是校舍建设无法满足现代化学校教学所需，海

星中学校舍均建成于上世纪 80年代—90年代初，建筑设计标准

年代较早，造成校舍使用不足，主要存在校舍用房难布局、使用

调剂困难、专用教室缺少等问题，与现代化学校资源配置要求相

去甚远。而县初级中学除教学楼为上世纪 90 年代末建筑以外，

食堂、宿舍、体育馆及其他教学用房均新建于 2015 年，办学资

源条件较为充足。二是教学设施条件相对不足。海星中学教室、

专用教室、生活用房、运动场馆、绿化等资源配置条件勉强达到

生均使用指标。另外，作为全寄宿制学校，海星中学未建有体育



    

馆（风雨操场），难以保障学生在风雨天气下正常的学习和活动，

对学生课余生活、学习环境、体质健康发展等方面带来较大的负

面影响。学生家长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更为迫切。

5.外岛学校生源流失严重

从近 10年外岛学校发展情况看，在校学生人数大幅减少，

主要在于城镇化建设效应明显，且社会、家长对享受优质教育资

源的需求日益增长，造成外岛学校生源流失严重。较为突出的是

黄龙地区学生。2018 年黄龙小学在校学生 76人，根据 2019 年

秋季学期一年级新生预报名情况，学区人数 32人，其中意向赴

县外就读学生 15人、进城就读学生 15 人、缓学 1 人，实际一年

级入学人数 1人。黄龙幼儿园学区人数 40余人，其中预报名意

向就读人数 12人。外岛学校生源的不稳定性因素，势必影响当

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应提前考虑教育设施布点。

二、基础教育设施布局规划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优先发展教育事业的决策部署及

国家、省、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坚持与县域发展水平相协调，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盘活教

育用地资源存量，完善基础教育设施空间布局体系，实现基础教

育均衡化、优质化、公平化，促进我县教育事业的健康和可持续



    

发展。

（二）基本原则

1.总体规划，分步实施。根据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结合今后

及更长时期人口变化和户籍改革制度，按照教育发展规律和中小

学幼儿园建设标准, 立足当前实际，适应未来需要，统筹规划，

科学布点，确保规划的全局性、科学性和稳定性。同时根据财力

许可和实际需要，按照轻重缓急，分阶段、分步骤组织实施。

2.集中办学，均衡发展。坚持中学集中县城办学，小学幼儿

园就近入学的原则，加快推进基础教育学校设施标准化、规范化

建设。同步城镇化建设，进一步扩大和优化城区教育资源，实现

全县教育均衡、和谐发展。

3.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根据我县海岛地区地理环境、交通

情况、人口覆盖状况及人文因素，结合现有资源及今后办学规模，

综合考虑县域内城乡空间设施布局，充分挖掘周边可利用的公共

资源，有效提高资源配置使用率，避免资源浪费。

（三）规划目标

1.总体规划目标：全面实现教育现代化，加快学前教育优质

发展，推进乡镇幼儿园等级提升，扩大城区学前教育优质资源及

办学规模。全面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扩大城区小学办学

规模，改善初中学校办学条件。完善高中学校基础设施建设，满



    

足新课改和新高考制度下的办学条件需求，提升特色高中品牌效

应。

2.具体规划目标：

（1）推动学前教育优质发展。推进以县为主办学体制，实

施完成春蕾幼儿园及各乡镇幼儿园的转制工作；提升学前教育优

质教育资源，新建 3所幼儿园，改扩建 1 所幼儿园。

（2）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原址改扩建 1所初中学

校，解决教学及辅助用房不足、生活设施条件薄弱等问题；实施

1 所初中学校的配套设施建设；实施城区小学布局调整，选址新

建 1 所 24班规模的小学，解决城区小学办学规模及教育资源不

足问题。

（3）促进高中教育特色发展。提升高中特色教育品牌，实

施校园环境建设工程，加强专用教室、学科教室改造。

（四）规划建设任务

按照目前教育资源条件，要全面推进县域内基础教育设施布

局，存在较大困难。根据现阶段我县教育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短板

问题及迫切需求，结合《嵊泗县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

将规划分期实施。

1.近期规划（2019-2023年）

近期规划主要以过渡为主，总体保持现有基础教育学校数，



    

高中 1所，初中 2所，小学 7所和 1个教学点，幼儿园 8所。具

体规划建设如下：

（1）幼儿园：实施洋山幼儿园、枸杞幼儿园新建工程，按

二级园标准建设；完成乡镇幼儿园和春蕾幼儿园转制；继续实行

春蕾幼儿园幼托一体化办园机制，同时，整合青少年宫资源，扩

大办园规模，建设 3个幼班和 8个托班，满足近期入园需求。

配建规模：外岛乡镇 4 所幼儿园办学规模 15 班，班额控制

20—25 人；城区 3所公办幼儿园办规模 26 班，控制班额 25 人

—30人，满足 650—735 人入园。聪聪幼儿园仍保留 3+1办学规

模，控制班额 20—25人。

（2）小学：实行城区菜园二小外来务工子弟分流，保持一

小、三小办学规模，班额控制 35 人以下，确保城区小学办学资

源满足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需求。

配建规模：外岛乡镇 4 所小学办学规模 30班，班额控制 25

—30人；城区 3所小学办学规模 51 班，控制班额 30 人—35人，

满足 1530—1785人就学。马关小学教学点控制办学规模 5 班，

控制班额 20 人以下。

（3）初中:实施海星中学食堂、宿舍楼及体育馆等新建工程；

实施县初级中学运动场、报告厅等基础设施改造工程，改善初中

办学条件。



    

配建规模:海星中学办学规模 15—18 班，控制班额 30—35

人，满足 450人—630人就学。县初级中学 21—24班，控制班

额 30—35人，满足 630人—840人就学。

（4）高中：完善普通高中配套设施建设。实施美丽校园环

境文化建设工程，实施专用（学科）教室改造。

配建规模：24 班，控制班额 30—40 人，可满足 720—960

人就学。

2.远期规划（2024—2030 年）

远期规划以扩大城区学校办学规模、优化城区学校布局和优

质教育资源配置为主。调整基础教育学校数，高中 1 所，初中 2

所，小学 7所（新建 1 所，撤并 1 所 1点），幼儿园 7所（新建

1 所，撤并 2所）。具体如下：

（1）幼儿园：选址西城区，新建 1 所 15 班规模的幼儿园和

3 班规模的托儿所，满足西城区人口集聚需求，解决城区办学规

模和优质资源短板问题。适时调整春蕾幼儿园办园机制；撤并菜

园镇实验幼儿园，调整县中心幼儿园和西城区幼儿园招生服务

区。

配建规模：外岛乡镇 4 所幼儿园办学规模 18 班，班额控制

20 人以下；城区 2所公办幼儿园办规模 30 班，控制班额 25 人

—30人，满足 750—800 人入园，同时可兼顾今后小班化教育的



    

推进后，满足每班 20人、共 600 人的办学规模。聪聪幼儿园仍

保留 3班办学规模，控制班额 20—25人。春蕾中心托儿所开 10

班，满足 200—250 名托儿入学，并适时调整办托规模，满足入

托需求，解决城区“入托难”问题。

（2）小学：积极谋划选址新建 1 所 24班规模的城区小学，

撤并菜园一小、马关小学教学点。同时，调整三小和新建小学的

招生服务区。同时结合外岛小学生源流失等实际，综合考虑 50

人以下学校的布局调整。

配建规模：外岛乡镇 4 所小学办学规模 30班，班额控制 20

—25人，城区小学办学规模 54 班，控制班额 30—35 人，满足

1620—1890人就学，同时可兼顾今后小班化教育推进后，每班

25 人，共 1350 人的办学规模。适当调整菜园二小办学规模 6—8

班，每班 25—30人，实现资源配置均衡。

（3）初中:实施海星教学用房改造。解决学校教学辅助用房

不足问题。

配建规模:海星中学办学规模 15—18 班，控制班额 25—30

人，满足 375人—540人就学。县初级中学 21—24班，控制班

额 25—30人，满足 525人—720人就学。

（4）高中：继续完善普通高中配套设施建设，实现优质高

中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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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建规模：24 班，控制班额 25—35 人，可满足 600—840

人就学。 

（五）保障措施 

1.加强领导，明确职责。教育设施布局规划，既是一项关系

教育长远发展的社会系统工程，又是一个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

的社会热点问题，全县上下必须站在教育事业长远发展的高度，

充分认识到教育设施布局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县深化教育改

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全县教育设施布局规划工作的组织领导，成

立以各乡（镇）人民政府、公安、发改、县编办、人社、经信、

教育、财政、交通、住建、自规、水利、环保等有关部门为成员

单位的教育设施布局规划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增强全局意

识，积极履行职责，密切配合协作，确保教育设施布局规划工作

顺利推进。 

2.多方筹资，加大投入。要依法落实国家、省、市各项教育

投入政策，加大布局规划教育资源整合的资金投入，积极争取、

有效整合相关部门专项资金，鼓励社会投入，多渠道筹措资金，

进一步加大对布局规划新建、改扩建投入，着力改善学校的办学

条件，保证教育教学需要，实现教育资源配置均衡化、标准化。

同时，要严肃财经纪律，加强资金监管，最大限度地发挥资金使

用效益。 



    

3.加强管理，统一保障。教育部门妥善做好规划建设期间的

师生安置。学校撤并后，教职工以学区内统一调配为主，学生以

“学生自愿、家长同意”的原则就近入学或到相应的学校就读。

要把加强标准化寄宿制学校建设作为推动学校布局调整资源整

合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来抓，坚持建设标准，加快建设步伐。要

加强学校后勤服务和安全管理，增加管理人员，健全管理制度，

提高后勤管理服务水平，抓好贫困学生资助，减轻学生家庭经济

负担，为师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妥善解决布局

调整工作中出现的校舍闲置问题，对闲置校产的处置收益全部用

于布局调整保留学校的建设。满足教育设施布局规划需求，推进

人事改革，优化师资结构，统一城乡学校师资配比，提高农村教

师待遇；加强现代化教育技术装备和信息化建设力度，统一城乡

教育装备资源配置，实现城乡教育信息化网络全覆盖。

4.强化宣传，营造氛围。教育设施布局关系创建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等教育政策的落实，涉及县、镇教育发展规划的实施，涉

及到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各乡镇、各有关部门必须加大宣传

力度，要通过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广泛宣传教育设施布局的

方针、政策，使广大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学校布局调整对优化资源

配置、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动员全县广大干部群众

积极参与、支持学校布局调整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



    

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