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代表、 华中师范大学
教授周洪宇：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亮点纷呈，特点
非常鲜明。 在教育方面，报告把公平和质
量的位次做了一个调整，提出发展更高质
量更加公平的教育。这里面有其深刻的含
义， 即我们要在继续关注教育公平的同
时，要更加关注教育的质量。 将质量问题
提到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是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的一个亮点。

全国人大代表、 内蒙古集宁一
中校长李一飞：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一个以人为
本、重视教育的报告，延续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确立的“立德树人、依法治国”这一根
本主题，更加关注民生，关怀弱势群体。比
如报告提出“公共教育投入要加大向中西
部和边远、 贫困地区倾斜力度”，“对贫困
家庭学生率先免除普通高中学杂费”，“落
实和完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当地就学和
升学考试政策”等，都体现了对弱势群体
的深切关怀。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吉首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原院长张苹英：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发展更高质量、
更加公平的教育，关键靠什么？ 我觉得要
靠广大教师。我们在呼吁发展农村教育的
同时，应当关注农村教师的生存状态。 今
后，在农村教师工资待遇方面，国家应当
加大统筹力度，因地制宜，要科学规划农
村教师编制， 不能简单复制城市学校标
准，应该考虑到农村寄宿制学校、农村校
点分散等现实，按照学生数、班级数和科
目数科学测算。

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原党委书记胡凌云：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更高质量更
加公平的教育， 其实针对性最强的是学
前教育。 面对“全面二孩”政策，我们应该
从幼儿园规范化、 标准化以及师资配备
方面着手，提前布局，让幼儿园的数量和
质量都能大幅提升，满足“二孩时代”的
需求。

甘肃省庆阳市第五中学校长张
建军：

李克强总理在总结去年工作时 ，讲
到薄弱学校改造和教师职称改革。 作为
基层教育工作者， 切实感受到了这两项
利好政策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变化。 作为
一线教育管理者， 我对国家今后 5 年实
施的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工程充满
期待。 同时我也建议，国家在薄弱学校、
标准化学校建设投资上不要只管乡村学
校，还要兼顾城镇学校。

代表委员与基层教师
热议政府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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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代表委员呼吁保障教师权益

让教师理直气壮教书育人
早就写在规定里的涨工资，总是无法

及时兑现；承诺“发 13 个月工资”、“年底绩
效奖金”，最终却不了了之。

一线教师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往往负
荷很重，可除了这些正常工作之外，还常常要
承担诸如组织学生捐款、承办校园晚会，甚至
打扫街道、入户检查等额外工作。

学生考试不交试卷，教师拉了学生一
把，竟被家长说成殴打学生，逼着教师赔
礼、赔偿。

有的学校规定，校长不签字 ，女教师
不准生二孩，否则女教师有可能被罚款甚
至被开除。

……
教师的工资待遇长期偏低，教师被与

工作无关的事情拖累，正当的惩戒权无法
得到有效保障，女教师难以正常享受生育
权……今年两会前夕，由本报发起的一个
“给两会代表委员提建议”活动，得到了不
少教师的回应。 事实上，教师们反映的类
似案例，在许多地方并不鲜见。 而关于教
师权益的话题，年年两会都会提及。

保障教师权益，让教师理直气壮教书育
人，是一场需要持续开展的攻坚战。

提高标准
不让教师在待遇上吃亏

保障教师权益，工资待遇始终是教师
最关心的问题。

湖北省英山实验学校教师段伟拥有
中学高级职称，在一线教学岗位工作已有
32 年，曾被评为“黄冈名师”。 他告诉记者，
目前在英山县，工作 10 年左右的教师，每
月工资约为 2500 元， 而已工作 30 余年的
他， 每月的工资总额也不过 4200 元左右，
仅能维持家庭生活基本开支。 更令他难以
接受的是，同样拥有中级职称，同样工作
30 余年，对比安徽、江西等省份的教师，他
的工资每月少 1000 元左右。 “即便在湖北
省内，拥有相同职称，省城教师工资也高
于地级城区教师千元以上，而地级主城区
教师又高于城镇和农村教师近千元。 ”说
起这些，段伟总有些“想不通”。

“在河南、河北、陕西、山东、宁夏等省
份，多数教师每月工资不足 2000 元，有的
代课教师甚至只有几百元，许多年轻男性
宁可选择出去打工，也不愿意当教师。 ”全
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
娅在今年的两会议案中指出，提高教师工
资待遇事关教育大计，已经刻不容缓。

“教师的基本工资整体偏低，不同地区、
学校教师之间的差距明显， 这是很大的隐
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说。

针对教师工资待遇这一“老大难”，全国
政协委员、郑州大学副教授舒安娜特别在提
案中强烈呼吁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

“中小学校在硬件建设方面已经大大提
升，可是与之对应的是教师工资待遇仍然处
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这不利于发挥教师的积
极性。 ”舒安娜表示，希望国家有关部门能够
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待
遇，比如通过设立教育质量奖，对好教师进
行奖励，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使教
师队伍更加稳定。

与教师收入相关的还有久为广大教
师诟病的教师教龄津贴制度。 1985 年颁布
的《关于教师教龄津贴的若干规定》自实施
以来，根据教龄给予教师一定补助，最高每

月 10 元，最低每月 3 元。 遗憾的是，这一规
定实施了 30 余年，补助标准却一直未变。

“1985 年，教师工资在 60 元左右，对于
那个时期的教师来说，3 元至 10 元的津贴
在工资中占有较大比重。 应该说，教龄津贴
对于解决教师的实际生活问题或者提高教
师的生活水准、 稳定教师队伍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宁夏区
委主委马秀珍说，“但是， 现在几元钱的津
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

为此，马秀珍在两会上建议，国家应适
当提高教龄津贴， 让长期在一线从事教学
工作的教师不在待遇上吃亏。

马秀珍说 ， 教龄津贴要随着其他津
贴、补贴的增长而增长，按当地教师队伍
平均工资增长幅度提高。按照最初教龄津
贴占工资总额的比例算，目前的教龄津贴
应该调整为每月 200 元至 300 元，这样才
有助于在一线专心于教学工作的教师安
心做好教育。

减少干扰
让教师多点儿业余时间

保障教师收入， 让教师的钱袋子鼓起
来，是让教师体会职业幸福感、愿意留在三
尺讲台的基本举措。 面对留下来的教师，
教育部门、 学校该如何让他们更专注地开

展教学工作，少受外界干扰？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本分。 但如今，让

教师在原本已经繁重不堪的本职工作之外
承担大量与教学无关的任务，似乎已经成
为学校的“潜规则”之一。 不少一线教师都
表示“深受其害”。

一名西部地区教师告诉记者，本校教
师除了教学之外，经常要参与社会治安维
护， 比如每周腾出半天时间到街道扫地。
一名安徽教师则表示，在自己所在的寄宿
制学校，教师经常要做“三陪”，陪学生吃，
轮流陪学生住，陪学生上早晚自习，教师被
绑在学校，业余时间寥寥无几。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六盘水市实验
小学教师吴明兰在两会上透露，一些一线
教师向她反映，本应社区承担的疫苗建卡
等任务，在一些学校要由教师完成。 类似
要“补”的、手写的资料，虽然与教学无关，
但有时也会安排到教师身上。

吴明兰表示，希望教师能更多地回归
教学本身，不要承担与教学无关的任务。

事实上，大量的非专业性工作，让教师
疲于应付，也不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全
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学校，大
量与教学无关的体力劳动让教师身心劳
顿，职业病频发，事无巨细、包办代替式管
理让他们疲惫不堪，教师在学校要承担许

多低智慧的劳动， 这是许多人不愿意在一
线教书的重要原因。 ”他认为，只有当教师
从这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专注
于专业化、职业化发展，能够自由分配自己
的时间，才会有教师队伍素质的整体提升。

明确惩戒权
让教师敢管学生

教师合法的教育教学权益受到侵犯和
干扰，不仅表现在承担大量额外工作，即便
在教师工作的主阵地———课堂内外， 侵权
行为也时有发生。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去年 10 月，河南
省郏县教师张占超因班上某学生不写作
业、上课扰乱课堂秩序，便将情况电话告知
其父， 希望家长能来学校共同商量解决办
法。 没想到， 该学生家长兴师动众来到学
校，对张占超肆意殴打，致使其身受重伤。

一名黑龙江教师告诉记者，该校一名教
师因学生考试不交试卷，拉了学生一把，结果
被家长大肆渲染，说成教师殴打学生。 最后，
学校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强制性要求教师
赔礼、赔偿，并在全校大会上做检查。

这类“校闹”事件，近年来有愈演愈烈
的趋势。

“在近年发生的多起学生侮辱、殴打教
师事件中，教师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虽然《教

师法》明确规定，侮辱、殴打教师者，根据不同
情况，分别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行政处罚。但事
实上，由于社会风气和舆论导向，这些法律法
规几乎成为空谈。 ”刘希娅对此表示忧心。

学校如何保护教师的安全 ？ 教师能
不能处罚学生 ？ 如何保证教师的正当惩
戒权？时至今日，这些问题的答案依旧模
糊不清 。 尽管 2009 年教育部颁发的 《中
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 》 中 ， 规定班主任
“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
的权利 ”，但何谓 “适当 ”，条文中并没有
明确的说法。

“没有明确教师惩戒权的法律条文，不
仅教师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 而且教师
处理尴尬事件过程中的话语权被间接地剥
夺。‘校闹’出现时，教师常常处于有道理无
依据的尴尬处境。 ”一名教师表示，现在教
师根本不敢管学生。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周洪宇已经呼吁多年， 希望从法律体系的完
善中找到一条依法治教的路径。“将修订《教师
法》提上日程，同时建议制定《学校法》，这才是
保障教师权益的根本路径。 ”周洪宇说。

刘希娅也在议案中呼吁，“地方政府不
能把重视教育只停留在文件、宣传上，而应
切实落实法律规定的教师享有的福利待遇
和合法权益。 教育主管部门要出台相关文
件，明确教师的教育教学权利不受干扰”。

□本报记者 黄 浩

作为上会记者采访报道两会，已经是
10 多年前的事情了，这些年尽管不再上两
会直接采访， 但也一直参与两会的报道。
这几天，每天听两会、读两会、看两会、谈
两会，看新闻、看各种专业的舆情报告，感
觉今年的两会更务实，更接地气了。

好几次半夜收到代表和委员发来的
微信或邮件， 讨论的是提哪些建议对基
层、对普通家庭和孩子更重要，怎么提普
通老百姓才能听懂……

确实 ， 代表委员们一方面在议大
事 ，在呼吁教育投入 、提高教育质量这
些大事 ，但他们也在论小事 ，关注到了
小事是大事的基石 、关注到了民生与国
策的共振 。

教育如何精准扶贫，引发热议。 李克
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注农村贫困
孩子能不能上好大学、农村孩子能不能上

高中，乡村教师待遇政策要落实……关注
的都是“农村人”。 不少代表委员不仅在呼
吁关注农村孩子、农村教师、农村教育，而
且提出了实实在在的建议。 代表委员的建
议，引来了各地读者的纷纷点赞，他们说，
看来农村教育的问题真的能解决了。

孩子们一周只有两张纸用来画画，一
个班级一年只有几件玩具玩来玩去，哪个
家长知道了不心疼着急？ 全国政协委员刘
焱指出，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个别幼儿园为
了省钱，甚至牟利，舍不得给幼儿买基本
的玩具和用品。 她建议，教育部门应尽快
出台幼儿园玩教具配备标准。 这一建议得
到幼儿园园长们的回应：建议提供幼儿园
玩教具配备基本清单，只要是正规的幼儿
园，就不能低于这个清单规定的标准。 “这
一招”真硬，要是有了这样的“硬保障”，更
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也就有了“硬保障”。

“全面二孩”政策是年轻父母最关心的
话题，李克强总理强调要协调推进医疗、医
保、医药联动改革，完善配套政策；教育部
长回应要扩大学前教育资源， 确保数量和
质量；代表委员在谈如何保证质量、如何增
加投入、如何把钱用到刀刃上……

孩子们上学路上碰到坏人 、 遇到危
险，这个家长特别担心的问题要有解决办
法。 潘刚委员提议，建立基层儿童保护网，
将学校附近和儿童放学回家途中的村社、
商户纳入儿童保护防范体系。 发动“人民
战争”，依靠上学路上各种资源和力量，建
起沿路的防护网络，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
好办法。

学生阅读引起关注， 黄德宽委员希望
支持学生读点“闲书”，廖华歌代表提出浅
流行时代需要“深呼吸”，鼓励学生多阅读。
健康第一， 董恒宇委员提出应当解决中学

生睡眠不足问题， 叶明委员建议要特别关
注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教育， 不让孩子心
理健康问题成为家庭之痛、社会之殇。

桩桩件件，两会上随处可闻可见的都
是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话题。 听
不到雷人雷语，全是从老百姓实际需求出
发。 难怪有位乡村小学教师留言说：李克
强总理讲的话、代表委员讲的话 ，我们都
听得懂。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 ：
“为政之道，民生为本。 ”讲事实、讲实话、
透实底、出实招，讲普通老百姓听得懂的
话， 从问题出发从实招落地 ， 这样谈教
育 ，这样参政议
政 ，两会就开出
了味道 ，开出了
民心 ，开出了凝
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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