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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北京。国务委员陈至立到重庆代表团参加审

议时，听到王鸿举代表介绍，重庆将力争在今年还清全部

“普九”欠账，陈至立高兴地说：“这将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还清欠账就搬掉了压在教育头上的大山，有利于教育事业轻

装前进。”

第一大跨越

基础教育完成三大目标

记者：黄副市长，您好！感谢您接受采访。教育是大家非

常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这几年重庆教育发展可以说是一年

一个台阶，今年两会上还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请问黄副

市长，重庆教育今年会有怎样的奋斗目标？

黄奇帆：今年首先要把基础教育的3个战略性目标解决

好，包括：全面实现“普九”，改造全市农村学校剩下的70多

万平方米的危旧房；还掉“普九”最后的6亿多元欠款。真正

实现重庆教育全面的、均衡的发展，翻开重庆教育新的一页。

●第一个战略目标：全市范围实现“普九”

[画外音]从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特别是党的十

四大提出到上世纪末“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

年文盲”的目标以来，重庆“普九”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

重庆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黄奇帆畅谈重庆教育

直辖时，重庆教育事业在“两基”、高中教育、职业教育、

大学教育四个方面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过“十五”时期

的快速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其中，“两基”工作成绩显

著，全市“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了97.6%，比“九五”期末

增加了11.8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记者：今年的“普九”目标任务我们有怎样一个规划？

黄奇帆：我市的“普九”覆盖率达到97.6%，已经基本实

现“普九”目标，但城口和巫溪两县尚未达到“普九”验收标

准。原计划在2007年完成40个区县(自治县、市)的“两基”

攻坚，但我们要力争今年下半年提前实现这一目标，这样，

2006年，我们将全面实现“两基”攻坚任务，真正实现教育

均衡发展。

●第二个战略目标：消灭农村中小学危旧房

[画外音] 2000年底的调查显示，重庆农村校舍大多是解

放前的祠堂、庙宇、地主房屋和上世纪70年代的“干打垒”建

筑，很多学校没有大门、围墙、甚至没有窗户，黑屋子、土台

子的落后景况随处可见。

但是现在，“晴天太阳穿过，雨天戴着斗笠上课。随时要

提高警惕，免得砖头落下来把脑壳打破。”这样的顺口溜随着

重庆消灭中小学危旧房的战役接近尾声，正在被坐在新教室

里的孩子们渐渐淡忘。

【核心提示】

●在全国两会上，重庆率先归还“普九”欠账

的做法受到温家宝、曾培炎、陈至立等中央领导同

志的高度评价；

●两个100亿元分别投入基础教育、高等教

育，这意味着，重庆教育即将翻开新篇章。面对重

庆教育发展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共重庆市委常委、

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说：作为分管教育的副市

长，我下一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就是竭尽我的智

慧和力量，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政策措施，推

动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教育发展目标的实现，那就

是2007年实现全市高质量的“普九”，到2010年实

现“普十二”即普及高中教育，到2015年实现普及

大学教育即毛入学率达到50%以上。

历史性的精彩跨越

   黄奇帆正在接受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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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最近几年我市对于中小学危旧房的改造力度相当

大，投入多，成效也很显著，今年的危旧房改造目标是什么？

黄奇帆：2000年统计，全市学校共有各类危旧房400万

平方米，“十五”时期，我们每年改造60-70万平方米，到2005

年底还剩77.9万平方米，其中D类76.4万平方米。原计划在

2007年全部改造完，现在我们的目标是，今年内把这77.9万

平方米的危旧房全部改造完。

记者：这是否意味着重庆中小学从此就没有危旧房？

黄奇帆：不能说从此就没有危旧房，按照房屋的折旧规

律，全市学校每年还会产生5%-8%的危旧房，今后，市教委每

年就按照折旧比例安排危改资金下达给各区县(自治县、市)，

由各地自行制定计划安排实施，不需要再报批。

这意味着，重庆中小学危旧房改造工作将从突击性的运

动变成一个持续、稳定、规范化、制度化的日常工作。

●第三个战略目标：“普九”欠款今年还清

[画外音]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我市基础教育办学

条件差，特别是在全市中小学实施“普九”达标和达标后的巩

固提高中，许多区县(自治县、市)、乡镇政府和学校背负了相

当沉重的债务。在2001年前，这些债务主要通过征收农村教

育附加费和开展农村教育集资逐年偿还，税费改革过后，“普

九”欠债偿还失去了主要的经费来源，负债问题日益突出，社

会矛盾加剧，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2月18日，黄奇帆在全市教育工作会上承诺，今年内，将

全部偿清因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移民学校迁建等欠下的18

亿元教育欠债。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中央新闻媒体关注，

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重庆经验成为热点话题。

记者：“普九”欠款，全国欠了500多亿元，而重庆作为

西部一个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直辖市，为什么能够率先完成偿

还“普九”欠款的任务，我们的办法和措施是什么？

黄奇帆：“普九”欠款是在推进“普九”工作的过程中产

生。1998年以后的欠款达到了18亿元之多，以前是政府督促

各个区县(自治县、市)归还，但因各地财力也非常有限，难以

真正解决问题。

2003年，市委、市政府决定用市级财力帮助区县偿还“普

九”欠债，制定了三条标准，即：库区还债，市里出60%，区

县、乡镇出40%；渝西地区，市里出40%、区县、乡镇出60%；

主城区，市里出20%、区县80%。这一分担机制从2004年开始

实施。

记者：市委、市政府为什么会下决心投入巨资来完成这

个工作？

黄奇帆：“普九”欠款是学校在修建、建设过程中欠下的，

主要是拖欠集资款、工程款、民工款以及家长、企业单位的各

种资金。如果不予解决，将会引发社会矛盾，帮助化解这样的

社会矛盾，加快“普九”欠款的偿还步伐，有利于保证教育的

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构建和谐重庆。这是涉及稳定、涉及发展

的大事，是市委、市政府应该承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记者：2004年重庆启动这个事情后，当年仅还掉了1亿

多元的欠款，但是2005年，我们一下还掉了10亿多元，为什

么会有这样大的一个飞跃？

黄奇帆：我们推行分担机制以后很快发现，尽管市里采

取措施来帮助解决，但是区县自己那一把火始终烧不起来，区

县自己承担部分不能到位，市里的补助资金就拨不下去，所以

我们及时采取了进一步措施，加大扶持区县的力度。2005年，

中央为了解决全国农村乡镇3000多亿元的欠款问题，实行了

“三奖一补”政策，重庆这样的欠款有60多亿元，其中也包括

“普九”欠款。我们充分利用政策，向中央争取了3亿多元的

资金，把其中的80%集中起来偿还“普久”欠债，并且把这笔

款项作为区县自己偿还的部分，市里照样按照分担机制规定

的比例进行配套，这不仅增强了各区县(自治县、市)实际偿还

能力，还调动了各地的偿还积极性，因此，2005年的偿还情

况非常好。

记者：今年重庆要还清全部欠款有没有充足的把握？

黄奇帆：目前，整个“普九”欠款重庆还剩下6亿多元没

有偿还，去年我们都能够还上10亿元，今年一定能够全部还清。

第二大跨越

高等教育迈上新台阶

●亮点一：大学城建设意义重大

[画外音]重庆大学城位于沙坪坝区的虎溪镇和陈家桥镇，

占地面积约22.5平方公里，总投资为100多亿元人民币。该

城于2003年6月18日正式开工，2005年10月18日隆重开城。

目前，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四川美术学院等高校已经入

驻。　

记者：重庆大学城的建设这些年备受关注，在广泛的支

持声中，也有少数人表示不解，为什么重庆一定要建设一个大

学城？

黄奇帆：我们可以看看重庆的大学过去的状况。2000年

以前，重庆大学生生均用地仅仅是教育部标准的1/3不到，以

重庆大学为例，在沙坪坝是1000亩的面积，有3万学生，人

均用地只有17平方米左右，而教育部的用地标准是生均50多

平方米，生均用地在全国重点大学中最低。另一方面，全国高

校从1999年开始大规模扩招，而我市高校则因为校园场地狭

小，无法大规模扩充基础设施，无法实现大规模扩招，同时宿

舍不够，教室不够等矛盾也凸现出来。教育首先要有地、要有

房子，没有这基础，怎么办教育？建设一个大学城，就成了一

件迫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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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仅仅是要建设一个大学城，而是要整体改善重

庆大学的办学条件。所以这几年，重庆的大学中，有25个实

现了扩张，其中14个大学是异地动迁，集中起来建设了一个

大学城，有两个大学是单独的异地动迁，9个就地扩张，总的

扩张改造规模涉及120亿元人民币。

记者：在改善办学条件的基础上，大学城集中建设有怎

样的价值？

黄奇帆：如果大家看过哈佛的大学城，斯坦福的大学城，

牛津的大学城，就会对大学城有更多的认识，不是每个大学都

是高楼、院墙林立，不是每个学校都是互相封闭，而是体现一

种一体化的资源配置。我们把重庆的14所大学集中起来就实

现了五个一体化：包括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的一体化；

教室、计算机网络、实验室等教学设施、科研设施一体化；科

技馆、图书馆、体育中心等文化娱乐设施一体化；学生宿舍、

食堂、医院、超市、购物中心等后勤服务设施一体化；师生资

源一体化。避免了重复建设，实现了资源共享。　

总的来说，大学城的建设，对优化我市高等教育资源配

置，拓展教育规模，提高教育质量，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对

我市主城调整城区布局，拓展城市空间，加快全市城镇化进

程；对我市建立完善产学研一体化体系，增强科技创新能力，

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都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记者：我们注意到大学城的规划建设中，进入大学城的

重点大学不少。

黄奇帆：一个大学城里，必须要有几个重点的、名牌大学

的支撑，起到龙头带动作用。所以，这里集中了重庆大学、第

三军医大学、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医科大学等院校，符合大学

城的集聚原理。大学城的建设目标是，2006年实现5万人入

学，2007年 8万人入学，2008年达到10万人。　　

记者：您刚才谈到，大学城的出现，对我市主城调整城区

布局，拓展城市空间，加快全市城镇化进程有着积极意义？

黄奇帆：是的。我们将利用大学城人才资源丰富的优势，

建立起重庆西永微电子工业园区。工业园未来5年内可能吸引

70-80亿美元的投资，集聚10万技术工人。铁路集装箱枢纽

形成的物流运行区，会集聚3-4万人。加上为大学城、微电子

工业园、铁路物流枢纽匹配的服务业从业人员，估计到2010

年时，这个地方将形成30万的人口规模，成为重庆主城区的

西部拓展区，成为产学研一体化体系建设、新兴工业化建设的

现代产业基地和自主创新基地。　

● 亮点二：高校升格步伐加快　　

[画外音]最近两年多，重庆许多高校纷纷升格，其中，有

七八个中专升了大专；重庆邮电学院、重庆工商学院、重庆师范

学院和重庆交通学院4个学院升了大学；西南师范大学和西南农

业大学合并为西南大学，成为直属教育部的重点大学；而合并后

的重庆大学成为副部级的院校。一时，高校升格引人注目。

记者：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这几年重庆的大学纷

纷升格，面貌焕然一新，为什么升格的力度会这样大？　　

黄奇帆：任何教育都要有一个格，也就是规格，它是学校

的外部表现形态，是一个学校规模、内涵、水平、特色的综合

反映。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沿海、东部地区的

大学已经开始升格---中专升大专，学院升大学；主任升院长；

专科升本科。这中间的道理很简单，把格造好了，教授、学生

自然就来了，学校的层次、综合实力也就增强了。　　

而我们重庆，1997年成为直辖市后，基本上没有任何学

校升格，到了2003年以后，才开始进行这样的工作：中专升

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变重点。　　

记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重庆的大学升格速度会不会

太快了？升格的价值怎样体现出来呢？

黄奇帆：是不是会有人觉得这是假大空，拔苗助长？不

是。重庆的高校10年未动，给我们今天的快速发展留下了足

够的空间，我们现在做的也是发达地区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

完成的事情。　　

重庆高校的升格是合理、规范升格，100多亿元的硬件投

入，各种组合的变动，帮助重庆高校的软件质量大大提升，有

了更多的硕士点、博士点授权单位，有了更多学科。举个例子：

西师、西农合并成立西南大学，成为教育部直属，至少带来3

个好处：进入教育部“211”工程至少增加几亿元的投入；每

年的生均运行经费差不多增长1倍，国家要多给经费1亿元左

右；各种学科、实验室建设会得到中央更多的支持。　　

升格最直接的结果是，老师和学生都愿意到重庆的高校

来，这对西部教育高地的形成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我们

还会继续推动重庆高校的升格。　　

记者：对于重庆高校来说，人才的储备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方面，这个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黄奇帆：这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人才储备要

以形成一支先进的师资队伍为本，要通过高薪聘请、鼓励在职

深造、完善奖惩机制等方式，促进高校师资队伍水平的提高，

促进更多的优秀教师脱颖而出，促进一批大师级的教授、科学

家的涌现。　　

记者：重庆教育这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应该说是实

质性的变化，您对自己下一步的工作有没有一个新的目标和

要求？

黄奇帆：进入岗位，我就做一件事，就是把工作范围内的

问题找出来，面对问题，制定一整套解决问题的方案，这就是

我全部的工作目的和要求。有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有教

育战线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和全市人民的大力支持，我对实

现上述目标充满信心。

                          (陶卫红  许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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