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规范校外培训机构
培训行为，畅通监督举报途径，发
挥群众监督举报作用，现将普洱市
教育体育局及各县（区）教育体育
局校外培训机构违规行为及举报
电话予以公布。

一、举报时间
工作日上午8:00-11:30，14:

30-17:30。
二、举报内容
（一）培训时间与中小学正常

教学时间冲突，线下培训结束时间
超过20:30；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

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
训。

（二）未在办学场所显著位置
公布将办学许可证、营业执照、招
生简章、规章制度、培训内容、收费
项目及标准、举办者、校长、教师简
介及教师资格的，泄露家长和学生
个人信息。

（三）聘用中小学在职教师，从
事非学科类培训的教师不具有相
应的专业技能证书。

（四）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
开展培训活动。

（五）校外培训机构超标超前
培训；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事学科
类培训；提供境外教育课程；假借
非学科类培训项目实际开展学科
类培训服务；给参训学生布置课后
作业。

（六）未使用《中小学生校外培
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利用格
式条款侵害消费者权益。

（七）未严格执行国家、省和普
洱市关于收费管理的规定，未向社
会公示收费项目及标准，未公布退
费办法及投诉举报电话，在公示的

项目及标准外收取其他费用，以各
种名义向培训对象摊派费用或者
强行集资，未执行义务教育阶段学
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纳入政府指导
价管理，未明确收费标准。

（八）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不
相一致，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个月或60课时；培训对象未完成
的培训课程，未按有关退费事宜严
格按照双方合同约定和相关法律
规定办理。

（九）未在本地银行机构申请
开立专用账户，作为学杂费专用账

户。
（十）在主流媒体、新媒体、公

共场所、居民区各类广告牌和网络
平台等刊登和播发校外培训广告；
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内开展商业广
告活动；利用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
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具、教具、
校服、校车等发布或变相发布广
告；发布各种夸大培训效果、误导
公众教育观念、制造家长焦虑的校
外培训广告。

三、举报电话
普洱市教体局：0879—2129357；

思茅区教体局：0879-3023611；
宁洱县教体局：0879—3236573；
墨江县教体局：0879-4237447、
4232065；
景东县教体局：0879—6225174；
景谷县教体局：0879—5229531、
5118698；
镇沅县教体局：0879-5815105；
江城县教体局：0879-3727098；
澜沧县教体局：0879—7222190；
孟连县教体局：0879--8721264；
西盟县教体局：0879-8342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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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教育改革
细化教育评估
美化教育环境
优化教育结构
强化教育科研
提高教育质量

一年复始，万象更新。历史
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们送走了
硕果累累的2021年，又迎来了充
满激情、充满挑战、充满机遇发展
的2022年。

时光匆匆，岁月悠悠，不变的
是教育的初心、教育的信心、教育
的坚持；不变的是教育的大爱、教
育的奉献，教育的砥砺前行。在
新的一年普洱教育将再谱新篇。

过去的一年，在市委、市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普洱市教育体育
局团结带领全市教育体育系统广
大教师和教育体育工作者，扎实
工作，努力奋进，推动了全市教育
改革发展，教育各项事业取得了
可喜成绩。市委、市政府召开全
市教育大会，出台了《关于加快推
进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措
施》，为教育把脉定向，教育改革
发展有了切实的措施保障，全市
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
期。市教育体育局和各县（区）教
育体育局及各级学校，认真学习
贯彻全市教育大会精神，掀起了
一个抓落实、促发展，强管理、提
质量的热潮。广大教师和教育体
育工作者豪情满怀，斗志高昂，以
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责任
心，积极投身到教学改革中，真心
教学，爱心育人，为党的教育事业
尽心献力。全市教育体育战线亮
点频现，教育事业呈现出强劲的
发展态势。欣逢这样教育改革发
展的大好机遇，广大教师和教育
体育工作者更加精神振奋，对普
洱教育今后的发展充满了必胜信
心。

启航新征程，奋斗正当时。
2022 年我们要深刻领会、深入践
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加
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
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坚持
党管办学方向、管改革发展，把党
的领导全面贯彻到教育工作的各
方面、各个环节。建立中小学校
党组织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把
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办学治
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坚持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保证党的教
育方针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在中小
学得到贯彻落实。在全市中小学
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
展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学习
教育，科学设计教学内容，高中阶
段重在开展常识性学习，初中阶
段重在开展体验性学习，小学阶
段重在开展启蒙性学习。落实各
学段学习教育要求，高中阶段重
在提升政治素养，引导学生衷心
拥护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
度。初中阶段重在打牢思想基
础，引导学生把党、祖国、人民装
在心中，强化做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思想意识。小学阶段
重在启蒙道德情感，引导学生形
成爱党、爱国、爱人民、爱社会主
义的情感，具有做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美好愿望。立德树
人，培根铸魂，以党建引领抓好抓
实全市教育的各项工作。

一是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
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教育工作
高质量发展的十条措施》，把各项
措施任务分解到各县（区）、各级
学校，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进
行目标管理，签订任务责任书，建

立督促检查的制度，深化教育改
革，激活办学活力，使全市教育事
业得到快速发展。

二是坚持质量制度，提高教
育质量意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和学校要把建设全市教育高质量
发展体系摆在突出位置，围绕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建立有利于教
育教学质量提升的体制机制，理
直气壮抓教育教学质量。要加强
质量管理，落实市教育体育局下
发的教学常规管理规定和措施。
根据实际实施情况，着眼于科学、
务实、高效，对已建立出台的各项
质量制度进行科学评估，进行必
要的改进，并在实践中进一步优
化、细化，切实增强针对性、科学
性、操作性、实效性。要把教育质
量制度的制定实施作为教育督导
的重点，坚决杜绝有规章制度而
无实际行动、敷衍塞责等情况的
发生。狠抓落实，切实提高教育
质量制度的实施效果，全面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

三是坚持效果导向，向队伍
建设要质量。推进教育高质量发
展，抓好队伍建设至关重要。我
们要以提高教育质量，办人民满
意教育为奋斗目标，落实市委、市
政府抓教育质量的“十条措施”，
坚持效果导向，切实加强队伍建
设，向队伍建设要质量。抓好校
长队伍建设。校长是学校提高教
育质量的第一责任人，要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信念坚定、为
民服务、勤政务实、勇于担当、清
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有深厚的
教育情怀，勇于奉献，爱生如子，
爱校如家；要经常深入课堂听课、
参与教研、指导教学，努力提高教
育教学的领导力。加强教师队伍
建设，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
平。围绕“四有好老师”“四个引
路人”“四个相统一”的标准要求，
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切
实提高教师队伍的职业道德操
守。实施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升
计划，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
设。要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相结合
的方式组织培训，加强名师工作
室、学科工作室建设，加大骨干教
师培养培训力度，发挥其带动引
领作用，促进教师队伍素质整体
提高。

四是坚持向管理要质量意
识，抓好教育督导工作。要加强
管理，把管理落实到学校各项工
作中，抓好教学各项常规管理，做
到科学、有效的管理，使管理成为
提高教育质量的驱动力。要推动
教育督导的“长牙齿”，充分发挥
教育督导的“利剑”作用。全面深
入开展各级各类学校督导评估工
作，规范办学行为，及时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促进教育事业稳步
健康的发展。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风正时
济，自当破浪前行；任重道远，更需
砥砺前行。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
坚持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锚定目标不
放松，在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赶考的路上，团结奋斗，努力
工作，圆满交出新征程上“普洱之
问”的优异教育答卷。

锚定目标
砥砺前行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育体育局局长 邱承勇

全市教育大会召开和《关于加
快推进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十
条措施》出台后，思茅区教体局及
时下发《思茅区教育体育局关于认
真学习贯彻落实市教育大会精神
的通知》，全区教育体育系统通过
召开校（园）长工作会、骨干教师培
训、万名党员进党校培训、教师座
谈会等进行了学习。

加快补齐短板项目的前期工
作，优化校点布局。持续推进“义
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
项目建设，完成项目建设 7个，建
筑面积达 20700平方米；思茅区幼
儿园建设项目完成地勘规划等前
期工作，正在进行图纸设计。普洱
二中建设项目正在进行可行性研
究报告编制。思茅区中心城区规
划新建5所小学及5所幼儿园。

持续实施“三名工程”，提升教
师综合素质。组织召开 2021届毕
业班质量分析会暨 2022届毕业班
教育质量工作会；举行思茅区市级
学科带头人、市级骨干教师、区级
骨干教师颁证仪式暨第二批名师
工作室授牌活动；组织开展第二批
名师工作室主持人任前培训及思
茅区2021年市级学科带头人、区级

骨干教师培训；全区50个中小学名
师工作坊启动集中研修活动。

聚焦高中教育质量提升，统筹
规划发展路径。思茅区制定《思茅
第一中学提质培优创新发展方
案》，区财政每年预算安排 50万
元，集中选调一批优秀教师组建区
级高考教研团队，加强对思茅一
中、普洱二中的高考教研指导。同
时，制定《思茅区教育质量提升三
年行动计划及年度计划》及《思茅
区普通高中优质生源“留优培优”
管理办法》。

深入开展向张桂梅同志学习
活动，强化师德师风建设。区委区
政府召开《全区教育体育系统深入
开展“向张桂梅同志学习·办人民
满意教育”活动动员部署会》，并与
区教体局签订《师德师风建设责任
状》，区教体局同步与区属 25所学
校签订《师德师风建设责任状》。

强化工作措施落实，聚集行动
合力。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
导，推行学校党组织书记、校长“一
肩挑”，23所中小学中有19所实现
书记、校长“一肩挑”，占比例达
82.6%，配备专职副书记 17名。建
立区委教育体育工委班子联系指导

公办学校党组织，选派公、民办学校
党组织各7个开展“结对共建”。创
建“云岭红烛·育人先锋”和“党建促
教育教学标杆学校”各 4所。新增
村小党支部 5个，改设乡（镇）小学
党总支 2个，组建民办学校联合党
支部7个。

在新的一年里，将抓好以下重
点：

切实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
领导。抓好区教体局领导干部驻校
蹲点等制度落实，持续推进学校党
组织书记、校长“一肩挑”，加强规模
以上学校党组织专职副书记和党务
工作者的配备，进一步发挥好学校
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完善学校
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持续推动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
材、进课堂、进头脑。

持续加强对教育大会精神的
贯彻。深入开展向张桂梅同志学
习系列活动，围绕贯彻落实市教育
大会精神和《十条措施》，开展思想
大讨论，凝聚全区广大教育工作者
破题的力量和决心。严格落实教
育体育局班子蹲点住校、教研员入
校跟班指导考评机制，重点对照
《十条措施任务清单》，全力推进工

作任务逐项落地见效。
集中精力补齐义务教育短

板。按照教育大会的要求，统筹优
化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发展布局，加
快推进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
能力提升建设项目，年内启动思茅
区幼儿园综合楼建设，争取启动普
洱二中住宿楼、学生食堂和骂木小
学综合楼项目建设等。

加强队伍建设提高育人施教
能力。深入开展师德师风建设的
系列活动，推动干部职工“惜岗位、
转作风、争先进”。持续推进教师
评选表彰机制，广泛开展“致敬燃
灯者”系列主题宣传宣讲活动。实
施学校“教学公开日”活动，推进局
长、校长、家长“三长”进班听课制
度，深耕高效课堂。出台青年教师
成长行动计划，实施“青蓝结对”工
程，提高教师专业素质。

进一步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促发展。稳步推进“校长职级
制”、“县管校聘”改革工作。持续
抓好“双减”工作，全面开展中小学
课后延时服务。不断完善教育管
理机制和保障机制，进一步提高教
育保障水平，着力改善办学条件。

（思茅区委教育体育工委）

2021年全市教育大会召开以
来，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着力破解制
约教育高质量发展难点、痛点和堵
点问题，奋力推进澜沧教育事业发
展迈上新台阶。

强化组织保障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着力健全运行机制。调整充
实了由县委书记和县长任双组长
的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细化
完善了《县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工作规则》，制定《澜沧县贯彻落
实普洱市加快推进教育工作高质
量发展的十条措施的实施方案》
《澜沧县处级领导挂钩联系乡
（镇）教育工作制度》《县教体局领
导班子驻校蹲点制度》。

着力配强育优队伍。选优配
强“带头人”，实现党组织与行政领
导班子成员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党组织书记、校长“一肩挑”比例达
100%，并配备专职副书记。建立
健全党员和教师“双培养”机制，扎
实开展“双带头人”和党员名师培
育工程。

着力党建教学融合。组建覆盖
所有城乡公办学校的 10个区域相
近、学段相同、优势互补的“党建促
教共同体”，建立任务清单，实行专
人包抓，采取对标考核，提升薄弱学
校办学效益，通过结对互助、问题诊
断、课题研究、集智攻关等方式，实
现抱团联动发展，助力化解城乡教
育发展不均衡问题。

严格考核问效。严格落实教
育督导问责办法，开展教育综合督
导，建立问题清单，强化整改落实，
并对排名靠后的乡（镇）党政主要
领导、各级各类学校领导进行约
谈。

强化教师培训

全面实施“三名工程”

结合实际，开展学科工作坊培
训活动 12期 1324人次。通过培
训，不断拓展教师专业知识，提升
教师专业技能，为县域教学质量提
升做好服务。持续深入实施名校、

名师、名校长工程，组织和选派 80
余名名师或名校长参加市级名师
名校长工作室培训，到 2025年澜
沧县“三名”教师占全县教师总数
10%以上，从省、市内外教育发达
地区和对口帮扶省（市）、学校引入
优质教育资源，探索合作办学模
式。强化教学科研管理的跟进评
价与量化考核，学年综合评价成绩
与学校年度评优、学校领导评优及
选拔任用、学校教师评优晋级、县
管校聘、交流轮岗等工作挂钩。

强化专家引领

全面加强教育科研工作

充分利用上海黄浦区支教帮
扶资源，引入先进教育理念和教学
方法，带动全县高中教育发展。组
建县级科研团队攻关高中教育，引
进专家团队开展高考合作研究，聚
焦新高考、新课程、课堂教学、考试
评价等，深入研究教育教学工作规
律，全力提高教育科研水平；进一
步完善集体备课、解题、讲课、竞赛
制度，推行课程同步、统一教研、师
生同测。

搭建中国工程院院士专家技
能实训班培训平台，至今共招收学
员 2160人。为提升本土人才、农
民群众科学素质，培养了一批乡土
人才和脱贫致富带头人。

强化工作效能

全面补齐教育短板

学校项目建设顺利推进。完
成义务教育长效机制项目下达的

“能力提升”项目资金 6140万元，
交付使用率100%。澜沧县学前教
育项目主体完工，进入附属工程。
启动澜沧县幼儿园项目。普洱职
业教育分中心新建项目完成投资
约5.38亿元，施工进度达92%。

抓实控辍保学，不断提升教育
质量。贯彻落实“双减”政策，严格
执行中小学“五项管理”规定，做好
课后托管服务，制定完善提升教学
质量“一校一方案”，不断提升教育
教学质量。

开办“3+2”一贯制教育。通过
云南省各高校的帮扶，澜沧县职业
高级中学与对口高职院校发挥各
自优势，开设了“3+2”学历提升模
式，与行业密切合作联合培养高技
能人才。目前，共招收学生 65名，
开设了3个专业。

强化设备配置

体育工作有序推进

全县共建有各类体育场地
1175个，占地面积约 63.22万平方
米，人均体育场地面积 1.43平方
米。现有标准田径场 1块，体育馆
1个，室外篮球场4块，陆续完成社

会足球场建设标准11人制5块，非
标足球场地 12块。乡（镇）体育场
地覆盖率达 100%，村（社区）建有
体育场地覆盖率达 97%。全县每
年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 50 次左
右，参与活动人数 5万余人，全民
健身工作广泛开展。

强化舆论宣传

全面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

2021年县委、县人民政府通报
表扬 26个先进学校、81名优秀教
师、75名优秀班主任、33名师德标
兵、28名先进教育体育工作。选出
2名市级优秀教师，入校开展巡回
演讲 12场次，并采用多种形式在
澜沧新媒体平台对教体系统的先
进典型事迹进行宣传，加大信息向
上推送力度。

在新的一年里，将抓好以下重
点：

严防死守抓实控辍保学工
作。持续落实控辍保学周通报制
度，进一步压实乡（镇）控辍保学主
体责任。加大对留守儿童、城乡困
境儿童、残疾儿童和学习成长相对
落后学生的关心关爱,同时，充分
利用好控辍保学视频核查系统、控
辍保学动态管理系统、云南省“政
府救助平台”控辍保学系统等作
用，防止失学、辍学。

多措并举提供教育资金保
障。加强请示汇报，积极争取上级
支持，同时，组织教体和财政部门
制定偿还计划，逐步化解学校工程
建设欠债问题。加大在建项目推
进力度，倒排项目工期，严格按照
时间节点，盯紧盯死重点项目建
设。积极申报学前教育建设项目，
加快学前教育学位建设。

抢抓机遇不断优化教育资
源。抓住全市加快推进教育工作
高质量发展的机遇，大力发展公办
幼儿园，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
园发展，缓解“入园难”问题，不断
提高入园率，确保到 2025年实现
三年毛入园率 95%以上。扎实开
展中小学标准化建设，逐步实现教
育现代化。

（澜沧县委教育工委）

普洱市公布校外培训机构违规行为及监督举报电话

奋力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思茅区教体局聚焦教育教学质量提升

澜沧县教体局着力破解发展难点、痛点和堵点问题

澜沧勐朗镇中心校学生在做民族健身操澜沧勐朗镇中心校学生在做民族健身操（（通讯员通讯员 牛豫锐牛豫锐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