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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
构建全学段免费师范生教育

日前，记者从广西教育厅获悉，广
西投入免费师范生教育的经费逐年增
加，2015 年投入经费达 6700 余万元，
构建覆盖学前、义务教育、高中、职教
全学段的地方免费师范生教育体系。

在学前教育阶段， 广西实施学前
教育男免费师范生培养计划， 每年从
高中毕业生中招收 100 名， 进行两年
的专科层次培养， 自治区财政按照每
生每年 1 万元的标准拨付培养经费。
这些“男阿姨”毕业后补充到区内幼儿
园，至少工作 6 年。

在义务教育阶段， 广西实施了农
村小学全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 按照
“从县（市 、区 ）招生 、回县 （市 、区 ）就
业”的原则，招收 3500 名定向师范生，
实行分片区委托培养。 自治区财政按
照每生每年 1 万元的标准拨付培养经
费。学生毕业后在乡镇（不含县级政府
所在镇）及以下小学或教学点，从事小
学教育 6 年以上。

高中阶段， 广西每年招收和培养
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 300
余人，毕业后回广西就业。

中职阶段， 广西实施县级中职学
校教师定向培养计划， 采取两年制本
科模式， 为县级中职定向培养 “双师
型”专业课教师。

四川中江：
举办“第二届人民教师艺术节”

日前，四川省中江县“第二届人民
教师艺术节”拉开序幕。

本届“艺术节”以争做“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
心”的“四有”教师为导向，以“展示教师
魅力、勇担社会责任，争做四有教师、力
创教育辉煌”为主题，面向全县各级各
类学校教师、教育工作者开展，包括“教
师文艺节目展演”和“教师书法美术作
品大赛”两个项目，分“制定方案、校级
预赛、片区复赛、县级决赛、市级专场会
演”五个阶段进行，旨在全面提升教师
文化素质，培养教师高雅的审美情趣和
良好的艺术修养。

目前， 全县 5 个片区的展演相继
进行，参赛节目精彩纷呈。 6 月下旬，
县教育局将举办教师艺术节县级决
赛， 由各片区初赛推选出的 18 个声
乐、舞蹈、综合类节目参加县级决赛，
推选出的 60 幅美术、书法（篆刻）作品
也将进行集中展评， 经县级决赛而精
选出的优秀节目（作品）将参加“德阳
市第二届人民教师艺术节”文艺会演。

福建云霄：
第三届幼儿园优秀教师评选

日前， 福建省云霄县评出第三届
幼儿园优秀教师。 参评选手从专业笔
试到技能测验， 在活动设计、 活动组
织、活动评价、命题简笔画比赛、唱歌
（自选）、舞蹈（自选）、弹琴（根据提供
曲目即兴演奏）、故事讲述等项目中各
显神通，展示风采。

此次评选活动参加对象为全县公
民办幼儿园具有相应教师资格、师德高
尚、教学业绩突出的在职教师，活动包
含个人申请、幼儿园初评、中心小学推
荐、教育局审核、全县联评等环节。

（解成君 辑）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征稿启事

一份为乡村教师量身定制的
“支持计划”，为广大乡村教师点亮
了信念之灯，也为让广大乡村孩子
“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提供了
无限可能性。

如何将这个宏大的“支持计划”
实施好，真正让广大乡村成为教师们
“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地方，
将是接下来全国各地政府和教育行
政管理者需要面临的挑战。

欢迎各地分享在全面提高乡
村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
拓展补充渠道、 提高生活待遇、统
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职称评聘
向乡村学校倾斜、推动城市优秀教
师向乡村学校流动、全面提升乡村
教师能力素质、建立荣誉制度等方
面的举措、经验和做法 ，也可以分
享个人建议、相关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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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参与和智慧，将
助力乡村教师飞翔！

近年来，但凡涉及涨薪政策，舆论往
往哗然一片。

然而，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乡
村教师支持计划》明确提出，中国 330 万
乡村教师的待遇有望大幅提高，竟然成为
“最无争议涨薪”———彰显了这次涨薪是
顺乎民意、众望所归。

众所周知 ，我国广大乡村教师长期
工作在最艰苦的地方 ，兢兢业业 ，呕心
沥血 。 可他们的待遇差 、福利少 、地位
低，与城市学校的同行相比有着天壤之
别 ，所以乡村难以留住教师 ，尤其是优
秀青年教师。 这些现象早已引起无数有
识之士的关注和重视 ，他们纷纷建议提
高乡村教师待遇和地位。 新东方教育集

团董事长俞敏洪曾建议 ：让乡村教师的
工资比城市高 30%。 近年来 ，国家虽然
设置了“农村学校岗位津贴 ”，可这几百
元比起城市学校教师的福利 ，只能算是
微乎其微了———我所在的学校今年来
了一批省城名校的支教教师 ，据他们透
露 ：且不论那些比较 “牛 ”的教师 ，一个
暑期的讲座 、培训收入 ，可能就抵得上
乡村中学教师两三年的工资。 单是省城
学校教师的工资就比乡村教师大约高
出一倍，而且福利更是比工资还高……

今年的两会上 ， 有教育局长感叹 ：
“乡村教育危险了！ ”乡村学校的师资队
伍在不断地削弱 ，老的老了 ，走的走了 ，
新的师资进不来。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主

要原因是： 尽管乡村教师的收入有所上
升，但是整个社会都在发展，与其他阶层
相比，乡村教师收入增加的幅度并不大。
过去乡村教师的收入是农民工的两三
倍， 现在农民工的收入是乡村教师的两
三倍。 据有关专家调研：2013 年有超过
3/4 的乡村教学点教师年收入低于 3 万
元。过低的收入让乡村教师生活艰难，也
让年轻的大学生望乡村学校而生畏 ，有
些大学生即使进入乡村学校教书， 也只
是把乡村学校当成了一个人生的驿站 ，
当成了进城当教师的跳板。 乡村年轻教
师把每年的进城选拔看作是 “胜利大逃
亡”———许多地方留不下特岗教师，只得
让没有教师资格的当地人来代课， 以维

持正常的学校教育教学活动。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乡村教师支持

计划》的出台，政府会依据学校艰苦边远
程度实行差别化补助标准，逐步形成“越
往基层、越是艰苦 、待遇越高 ”的激励机
制———这不仅可以让大多数在职的乡村
教师能安心任教， 还可以吸引更多的有
志于教育的知识青年来乡村任教， 提高
乡村教育的师资水平， 这对于破解城乡
教育不公平的困局， 将起到显而易见的
推动作用。

果若如此， 我作为一个有着 30 年教
龄的中学高级教师，心安矣！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武冈市湾头镇泉
塘中学）

看到《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明确规定
给 30 年以上教龄的农村教师颁发“荣誉
证书”，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可以领到一
本“荣誉证书”了。 不过，心里 “喜悦 ”或
“激动”之余，我也萌生出非常不崇高的
想法：荣誉证书能干啥？

人们尽管嗤笑或者批判我的卑微 ，
但我只想说 ， 三十多年的乡村教师生
涯，让我学会了波澜不惊。 我想，我可以
算是一个最典型的乡村教师吧 ，父母是
农民 ，妻儿是农民 ，我自己从参加工作
到现在 , 年过半百却一直没有迈出过乡
村学校一步 ，现在还带着一身病痛给学
生上课。

我 19 岁师范毕业来到乡镇初中，一
晃就是三十多年。 学校距家三十多里山
路， 生活节奏基本就是每周六下午回家,
周日下午回校，这期间的 6 个昼夜一直厮
守在学校。每天就连吃饭睡觉也处于工作
状态， 因为吃饭时可能会有学生找上门
来， 睡到半夜学生宿舍有事常会被唤醒。
三十多年来，我的“交通”状况由步行到骑
自行车再到骑摩托车。星期六遇到雨雪可
以不回家，但星期天在家里不管多大的雨

雪都要返校， 三十多里山路冒着雨雪步
行，大约需要折腾 5 个小时。

刚工作的时候， 父母在家里种地，我
基本是什么忙都帮不上。家里就连化肥也
很少买，因为我一个月工资还买不到两袋
尿素。倒是母亲每周都要给我烙够一周的
饼子，我回家也主要就是去拿母亲烙的饼
子。 工作到第三年的时候，父亲突然一病
不起，卧床 3 个月后撒手人寰。 悲痛的母
亲生活不能自理了， 我匆匆忙忙地结了
婚，娶个农家女的妻子照料母亲，料理家
事。之后的三十多年便是妻子独立侍弄家
里的田地，同样是每周末给我烙够一周的
饼子。她说，别人供给学生有出头的时候，
她却得供给一辈子。 呵呵，我是她供给的
学生，这太形象了！

我这样的家庭，在农村乡村组织那里
被称为“教师家庭”。 我工作的前十年，农
民的负担很重，劳务也很多，而那时工资
也由乡财政拨付， 拖欠工资是家常便饭，
每年收缴各种款项的时候却又总要“教师
家庭”带头，各种劳务活动妻子无法参加
的时候也常常要“以资代劳”。 那些年，我
所有工资往往还不够支付一个农家所要

承担的各种费用。 近十多年来，国家不仅
大力减轻农民的各种负担，而且还有许许
多多的惠农政策。 而在各种“惠农政策”面
前，“教师家庭”又实施“一票否决”制，村社
常常召集会议讨论各种惠农政策的落实
措施，我的妻子则被告知“你家是教师家
庭”，后来叫开会妻子也不去了。

我是上世纪 80 年代初走进师范学
校的，那是中师第一届在初中招生，我们
那一届的初中优秀学生便被“掐尖”进了
中师。 毕业后来到乡镇初中，才知道学识
太浅，学历太低 ，工作两年后 “高等教育
自学考试”开始实施 ，我便参加自考 ，过
了大专，又过了本科。 参加自考，练就了
我的自学能力，养成了自学习惯，终身学
习成了我的基本需求， 这无关什么 “理
念”。 我用我的学习精神影响学生，我的
教学也深受学生欢迎。 同时我研究教育，
研究教学， 做课题研究， 也常常发表文
章。 但上级领导来学校，常常要问一句 :
“是科班出身吗 ？ ”因为像我一样的 “本
科”便被列入被怀疑或不认可之列，这让
我常常尴尬不已。

这些年，我发现自己已经老了，职业

病缠身 ，头痛 、颈椎痛 、腰痛 ，眼睛也坏
了。 这时候开始实行绩效工资，所谓“绩
效工资” 是先从个人工资中抽出一部分
再重新分配， 老教师被抽的基数当然比
年轻教师高，但学校只按 “工作量 ”等指
标考核教师， 特别是班主任费也在绩效
工资中抽取， 我以前做过二十多年班主
任工作从没领过班主任费， 现在老了不
做班主任了， 我每月的工资却又要 “奉
献”出好几百元给年轻的班主任、给工作
量比我大的年轻教师。

我现在的状况是：在单位，老迈无力，
已被列入“不受欢迎”的行列；在家里，寄
居在妻子的农家宅院，我的户口不在村社
而在乡镇所在地，是“非农户”，我在那里
工作了三十多年却无立锥之地，而妻子的
农家宅院却因无力修葺破败不堪；孩子待
业，四处漂泊……

现在忽然间发现 30 多年的乡村教师
经历成为一种“荣誉”了，我感慨万千，于
是便絮絮叨叨地说了以上这些， 绝无抱
怨，权当对自己三十多年教育生涯的感怀
和感念吧！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会宁县党岘中学）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着实令人激
动与振奋 ！ 但是 ，作为一名在农村教育
一线工作了 27 年的小学教师 ， 我亲眼
目睹了一些农村小学校长的工作实况 ，
因此忧心忡忡 。 我以为 ，乡村学校发展
的当务之急是尽快培养一批有思想的
好校长！

某镇地处苏北地区偏远农村 ，全镇
共 7 所保留小学 ，其中就有 4 位校长是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参加工作的 “民转
公 ”。 他们大多年过 50 岁 ，大多数知识
老化、思想保守、观念陈旧 ，表现在工作
中则是没有思想 、没有创新 、没有激情 ，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循环往复 ，“今天
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得过且过 ，很难与
时俱进 。 我们姑且把这一类校长统称为
“80 初校长”。

但是，其中有一所小学，无论师资力

量还是办学规模，都称得上是全镇第二大
校。 几年前在一位有思想、敢创新的年轻
校长带领下，学校还曾被区教育局命名为
“常规管理模范学校”， 那时学校中层干
部、教师团结向上，锐意进取，学校特色活
动、文学社团开展得风生水起，成绩斐然，
赢得了上级领导及社会各界的赞誉。许多
教师因自己能成为这所学校中的一员而
备感荣幸与自豪。 后来学校换了一位“80
初校长”，此君从不读书学习，连最基本的
教育法规、政策都不知晓，管理方式简单
粗暴，没过多久师生、家长们就开始怨声
载道。 虽然这只是个别学校的个别现象，
但也不容忽视。

人们常说 ， 一个有思想的校长 ，必
能办好一所学校 。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
过：“校长应该是给学校注入灵魂的人 ，
校长对学校的领导最重要的不是行政

领导 ，不是长官意识的领导 ，而是教育
思想的领导 。 ”校长的办学理念决定了
校长的行为 ，校长的行为决定着学校的
发展 。 有思想的校长 ，才能真正理解教
育 、理解 “人 ”；有思想的校长才能确立
现代管理理念 ， 引领师生共同发展 ；有
思想的校长才能深化学校内涵 ，提升学
校品质，形成学校特色。 “一所学校因为
有一位好的校长而迅速崛起 ，也会因一
位庸庸之辈的校长而一落千丈。 校长之
于学校，犹如灵魂之于躯体。 ”中国教育
学会会长顾明远如是说。

近年来 ，教育投入逐年增加 ，各项
硬件设施基本齐全 ，学校改革的条件也
已万事俱备 。 我认为 ，乡村小学改革首
先应该从校长岗位开始 ，让那些廉洁奉
公 、德才兼备 、富有开拓创新意识的教
师通过公开选拔 、组织考核 ，提拔到校

长岗位。 教育主管部门还应打破那种论
资排辈的束缚 ， 真正建立起能者上 、平
者让 、庸者下的选人用人机制 。 小学教
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 ，是素质教育的重
要阶段 。 校长更是学校之魂 ，决定着学
校的发展。 一个有思想的校长能打造出
一支有思想 、有独立精神 、专业化发展
的教师队伍 ， 能带动一所学校的发展 。
学校能拥有这样一位有思想 、有高度事
业心的校长，实乃学校之幸 、教师之幸 、
学生之幸也。

乡村小学亟盼一批这样的好校长啊！
一分计划，九分落实。但愿《乡村教师

支持计划》能够早日落实，能改变目前乡
村小学校长的现状， 让乡村小学得到实
惠，让乡村的孩子享受到教育的公平。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何
桥镇张集小学）

这一次涨薪，最无争议
□林日新

乡村小学亟盼一批好校长
□张启山

“30年荣誉证”来了
□李兴旺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出台，在广大乡村教师心中激起层层涟
漪。 他们对“计划”充满期待，对乡村教育有了全新的憧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