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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李亚楠
袁汝婷 刘奕湛 丁静

一方面是资金倾斜，投入增多，
硬件加强；另一方面则是师资老化
断档，结构性短缺……

建设美丽乡村，离不开乡村教
育。新华社记者调研发现，虽然近年
来乡村教育进步巨大，但边远贫困
地区乡村学校建设中的短板问题仍
十分严重，尤其是师资问题是“最痛
的痛点”。

怎样的乡村教育才能托起农村
明天的太阳？面对几个月前出台的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人们普遍期
盼，各项政策能精准发力，尽快落
地，让“漂亮的薄弱学校”不再薄弱。

逐步告别“危房时代”

“那样的时代，以后就只能定格
在图片里了。”搬出危房那天，刘凯
军和学生们在教室前留了一张合
影。

甘肃会宁，地处干旱贫瘠的黄
土高原，却是基础教育的强县。刘凯
军是会宁县杨崖集乡罐峡小学校
长。他经历了乡村教育的“窘迫”时
代，“不仅在危房里上课，甚至连教
具都没有，上课就是粉笔加黑板。”

如今，他和学生们搬进了宽敞
明亮的新教室，还用上了“班班通”
等先进的教学仪器。

罐峡小学是乡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改善的缩影。近
些年来，随着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
从政策、资金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
我国乡村教育进入了发展“快车
道”，在基础设施等硬件方面同城市
差距不断缩小。

据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王嘉毅介
绍，从2014年到2018年，甘肃规划
总投入214．16亿元用于改善全省
1.1万多所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的基本办学条件，2014年已投入资
金超过56亿元，新建、维修校舍120
多万平方米，消除中小学D级危房
151万平方米，项目覆盖了5400余
所农村薄弱学校。

“让农村坐上教育发展的‘头把
交椅’。”去年通过国家义务教育发
展均衡县验收的河南省济源市教育

局副局长原涛说，该市山区学校的
“班班通”比例达到70％时，城区还
不到 60％。目前，该市所有农村学
校、教学点都已实现“班班通”，并且
所有上网费用全部由财政埋单。

资金向乡村教育倾斜已成各级
政府的共识。河南省教育厅提供的
数据显示，2014年该省财政教育支
出中，仅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支
出就占到49．3％。湖南省教育厅统
计，2014年该省农村学前教育、义务
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学校共安排公
共财政支出495．51亿元，占全省的
68．6％。

在中央层面，据不完全统计，中
央财政2014年全年安排教育支出
近1600亿元，其中安排农村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资金878．97亿元，
占比超过50％。2010年至2014年，
中央财政还累计补助资金966．6亿
元，用于改造乡村薄弱学校的基本
办学条件。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28个省份
的757个县（市、区）通过国家督导
评估认定，成为国家义务教育发展
均衡县，占全国县（市、区）总数的
26％。

“无论是基础设施，还是教师队
伍、学生资助等，进步是很大的。”在
基层从教近30年的十二届全国人
大代表、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第
一完小校长蒙兰凤说。

祛除“最痛的痛点”

进步固然巨大，但短板依然明
显。

地处武陵山区连片贫困地区，
从湖南通道县县城驱车2个多小时，
绕过7公里118道弯的盘山路，记者
终于到达位于大山深处的金坑希望
小学。校长杨国进充满忧虑：“随时
可能请不到代课老师，根本没有体、
音、美老师，英语主要靠外面来的支
教老师。”

金坑小学有 1至 5年级 127 名
学生，还有两个学前班44个孩子，
共171人，11名老师中有5个公办
老师、4个代课老师、2个支教老师。
代课老师每月工资仅1200元。

33岁的杨庆花2004年从怀化
学院小学教育专业毕业后就在这里

代课，她的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
8岁。“也想过出去打工，又不想让自
己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但因为工
资太低，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儿
坚持多久”。

金坑小学的情况并非特例。记
者调查发现，一方面，在一些地方，
农村教师老龄化严重，部分学校甚
至面临教师“断档”之忧；另一方面，
农村教师又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短
缺，很多地方只能实行包班教学，教
非所学、学非所教情况较为普遍。

今年4月1日，由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指出，到2020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教育
现代化，薄弱环节和短板在乡村，在
中西部老少边穷岛等边远贫困地
区。

“然而，乡村教育仍做不到让每
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
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
河南教育学院教授徐玉斌说，硬件
的改善难掩教学质量上的鸿沟，质
量差的关键在师资。“师资紧缺已成
当前乡村教育最痛的痛点。”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在湖南
省衡山县，乡村小学教师50岁以上
的占 41％，30 岁以下的教师只占
15％，少数乡镇找不到30岁以下的
教师；河南省济源市56岁以上的乡
村小学教师占20％；在一些农村教
学点，退休返聘教师成为“主力军”。

作为农村教师重要补充渠道的
特岗教师，也不能满足缺口需要。湖
南省通道县去年计划招聘120个特
岗教师，最终只招到80多个；河南
西华县去年计划招聘220名老师，
报到的只有160多个；封丘县非本
地户籍的特岗教师流失率约为
50％。

调研路上，记者看到、听到的一
些事例折射出部分地区农村教师的
结构性短缺令人忧心。

湖南省桑植县桥自弯小学，语
文课曾由炊事员“代班”；河南一些
农村孩子的数学课由体育老师来
教。更多农村孩子的语、数、音、体、
美课程，全部由一位包班老师来完
成。

河南省济源市一位教育界人士
告诉记者，她曾在听教时发现一所

农村初中的生物课由音乐老师来
教，上课时由于紧张，老师先带着学
生唱了一首歌。该市教育部门统计，
山区小学新入岗的数学教师专业对
口率不到60％，报考语文、计算机、
音乐、体育、美术而改教小学数学的
教师达45％。

这些情况直接导致农村中小学
的教学质量同城区中小学差距明
显。2014年冬，济源市92所小学数
学质量抽测，平均分85．2，城区小学
全部超过平均分，农村小学仅有2所
超过了平均分；2014年中招成绩分
析，22所农村初中只有2所超过全
市平均及格率。

“学生是根本，教师是关键，教
学质量是公平核心，教师短缺导致
质量无法保证，难阻学生外流，很多
农村学校因此成了漂亮的薄弱学
校。”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认为，财政倾斜并没有根本改
变城乡教育质量的剪刀差，某些地
方甚至有所加剧。

“漂亮的薄弱学校”怎么办？

“不怕贼偷，就怕来客。”采访中
一位乡村教师如此描述自己的收入
状况。

在湖南，农村教师人均月收入
为2483元，远远低于同学历、同年
龄外出打工人员收入，甚至比当地
农民聘请的木工、水泥工的收入还
低。

“收入少、地位低、前景差，乡村
教师岗位凭什么吸引优秀人才？”徐
玉斌说，教师是最伟大、最美丽的职
业，坚守在边远贫困地区的乡村教
师则是更伟大的一群人，但偏偏是
这些人的收入得不到保证、价值得
不到承认。

记者走访发现，一些乡村教师
为补贴家用不得不开发“第二职
业”——有人晚上开出租车，有人暑
假跟着建筑队绑钢筋，有人帮村里
盖房修路搬砖，有人到周边工厂打
零工。

河南省封丘县教育局一位干部
说，外地来的男特岗老师找对象，当
地种地的姑娘都不愿找他，“嫌他收
入太低”。以往在村里受人尊敬的

“老师”“先生”，现在成了连新房都

盖不起的“穷教书的”。
“如果老师的待遇和地位在村

里都是最低的，怎么能够让学生认
识到知识的价值？”杜程枫是河南省
封丘县居厢乡树人中学业务主任，
他和妻子都是乡村教师。周围外出
打工的村民都建起了两层小楼，而
他全家仍住在上世纪80年代盖的
土坯房里，相比之下颇为寒酸。

为解决这一问题，今年6月初，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教师支持
计划（2015－2020年）》，全面部署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工作，要求多措
并举，定向施策，精准发力。

目前，各部门、各地区都已开始
积极落实计划要求。新学期开学全
面推开的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的一
个重要指向，就是要修订评价标准，
向农村和边远地区教师倾斜。有些
地方，像湖北省已出台支持计划的
地方实施办法，从工资待遇、社会保
险、教师补贴、职称评聘等方面，切
实提高乡村教师的生活待遇。

“对于目前处于严重困难的乡
村教育来说，这无疑是场‘及时雨’，
对于改善乡村教育现状意义重大。”
储朝晖说。

“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必须让
别人羡慕。”蒙兰凤说，“同时还要拓
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统一城乡教
职工编制标准、职称评聘向乡村学
校倾斜，才能让‘漂亮的薄弱学校’
提高教育质量，阻止住生源的恶性
流动。”

受访专家认为，乡村教育是否
公平、有质量，不仅关系老师、学生、
家长，更关系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和
全局。没有好的乡村教育，就不会有
美丽乡村，也不会有城乡统筹发展，
全面小康的短板就难以补齐。

储朝晖说，从根本上建立城乡
教育的良性生态，就必须真正确立
城乡居民平等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
理念，然后通过资金投入、人员配
置、政策调整等全方位的措施提升
乡村教育水平。

“解决乡村教师问题，是提升乡
村教育的重要支点，但必须看到，仅
靠这个支点是不够的。让城市和农
村的孩子拥有享受教育公共服务的
均等权利，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他说。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让“师资”不再成为乡村教育“最痛点”

作为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教师
支持计划引起人们的关注。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师尤其是乡村教师群体，
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尤其是6月发布了《乡村教
师支持计划（2015－2020）》，提出了拓展乡村教师补
充渠道、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统一城乡教职工
编制标准、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推动
城市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等八大举措，旨在解
决乡村教师“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等突出问题。

近日，新华社记者奔赴多地进行乡村教育调
研，一些乡村教师反映，“料好更需加工好”，作为
当前乡村教育“最痛的痛点”，师资问题需得到各
级党委和政府进一步重视与支持。

祛除乡村教育“最痛点”，切实落实计划，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是责任主体。各地应针对自身的特
点，根据计划提出的各项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制
定出符合实际的实施方案，做到多措并举、定向施
策、精准发力、标本兼治，并且向社会公开，接受全
社会的监督。

祛除乡村教育“最痛点”，切实落实计划，经费
保障是重要方面。中央财政会通过相关的政策和
资金渠道，重点聚焦乡村教师。各地政府在执行
计划当中，要提供财政保障，调整财政支出的结
构，加大投入力度。同时，要制定严格的监管制
度，规范使用，强化监督，坚决杜绝截留、克扣、虚
报、冒领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应当看到，计划的落实并非易事，需要教育、财
政等部门协调共进，形成联动机制和工作合力。
对工作不到位的情况要公开，对推动不力的地方
政府和部门要追究责任。

强国必先重教，重教必须尊师。制定实施乡村
教师支持计划，是党中央、国务院立足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战略全局作出的重要决策和部署，是惠及
广大乡村教师、惠及亿万乡村孩子的民心工程，是
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关
键之举，对于提升教师队伍能力水平、促进教育公
平、提高乡村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只有让好政策真正生
根、开花、结果，才能让我国330万乡村教师得到实
实在在的支持和提升。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让乡村教育
得到质的提升
■ 新华社记者 李斌 刘奕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