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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民生杂谈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还有半

个月光景，华北大平原上的冬小麦就要

熟了。彼时的原野上将呈现麦浪翻滚的

丰收景象。粮丰天下安。近年来国家持

续提升粮食产能，种植结构不断优化，确

保了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的是中国粮，

粮食安全根基进一步夯实。

粮丰天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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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看点

□ 白佳丽 胡虎虎

邓琼没有谈过恋爱，至今未婚，但

她却拥有12个“孩子”，以及17年“丰

盛”的母亲节。

45岁的邓琼是乌鲁木齐SOS儿童

村9号家庭的“妈妈”，2001年的冬天，

这个南方姑娘带着一纸聘书，只身来到

新疆乌鲁木齐，风华正茂的她还未来得

及恋爱，便有了当“妈妈”的初体验。

十多年间，无父母可依的孩子们来

到邓琼的9号家庭，在这里生活、学习、

成长，而邓琼则守在“家”中，每天7点

半起床，做饭洗衣、辅导功课，学习与

每个年龄段、不同年代出生的孩子相

处。为了让孩子们吃到“妈妈”做的年

夜饭，邓琼来新疆后没回老家过一次

春节，几乎每个重要节日，孩子们身边

一定有她。

“母亲节，过了17个，每个孩子都

有花样。”邓琼一边说着，一边盯紧正

在写作业的小远，作为目前在“家”5个

孩子中最小的一个，邓琼总是要花费

更多的精力在他身上。而小远偷偷为

“妈妈”准备了一张纸条，作为今年送

给“妈妈”的礼物，纸条上写着：“妈妈，

我爱你。”

邓琼说，这份工作并不能得到自

己父母的理解，以前的朋友也劝她离

开，但孩子们给她的点滴感动，就足

够让她留在儿童村直到退休，已经习

惯了身边有孩子们的她，放弃的选择变

得太难。

“如果说有难熬和委屈的时候，也

都是来自于孩子们。”邓琼告诉新华社

记者，因为每个孩子遭遇不同，性格不

同，她必须不断地寻找与孩子们的相处

方式。不论是孩子们心里的创伤、叛逆

的青春期，或是不会解答的功课，她都

要一一面对。“有时还会被孩子的老师

‘叫家长’。”邓琼说着笑了起来。

如今，已经有孩子离开“家”考上大

学、找到工作，“但他们还是很依赖我，

谈恋爱了、和男朋友吵架了都会和我

讲，有孩子被蚊子咬了一个包也要打电

话给我诉苦。我希望他们能自食其力，

承担责任，创建自己的家庭。”邓琼说。

在乌鲁木齐SOS儿童村，还有13位

像邓琼一样的“妈妈”，为来自西北五

省区、不同民族的 101个孩子撑起一

个“家”。

“从开村到现在，我们共救助过210

名孩子，目前考上大学的孩子有40多

名。作为西北五省区唯一的SOS儿童

村，我们以家庭的形式收养和抚育丧失

父母且亲友无力抚养的健全孤儿，让他

们都拥有家庭，在关爱中带着尊严和安

全感成长。”乌鲁木齐SOS儿童村村长

助理王新祥说。

这几天，邓琼总接到已离村的孩子

们发来的短信和电话，祝福这个属于他

们和“妈妈”的节日。望着9号房中挂在

墙上的一幅幅合照，邓琼说，我只要他

们过得好。

农村儿童就近入学再迎政策福利

□ 本报记者 任丽梅

2018年初，“冰花男孩”的照片

刷爆微信朋友圈，农村儿童就近入学

的问题引发全社会关注。近日，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乡村

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

特别明确，农村小学1年级~3年级

学生原则上不寄宿，就近走读上学，

路途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小时；4年级

~6年级学生以走读为主，在住宿、生

活、交通、安全等有保障的前提下可

适当寄宿。

“必须坚决防止因撤并乡村小规

模学校导致学生上学困难或辍学。”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日前

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

是教育体系的“神经末梢”，是农村义

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补齐这两

类学校的短板，不仅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的基本要求，还是打赢教育脱贫攻坚

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力举措。

目前，教育部已经明确要求全面改薄

资金向两类学校（乡村小规模学校和

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倾斜，各地要

加快建设进度，力争2019年秋季开

学前两类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达到省

定标准。

乡村弱仍是教育的短板

2014年年初，网上一篇题为《又

一条上学天路：湘西保靖中学生攀爬

绳索去上学》的帖文引发全社会的关

注。当地政府向记者表示，学生攀登

绳索只是为了少走500米路程。由

此可见，部分农村的孩子们能够就近

上学，并获得达标的义务教育，还是

一件艰难的事情。

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底，全国

有农村小规模学校10.7万所。其中，

小学2.7万所，教学点8万个，占农村

小学和教学点总数的44.4%；在校生

有384.7万人，占农村小学生总数的

5.8%。农村小学寄宿生有934.6万

人，占农村小学生总数的14.1%。

吕玉刚介绍，为努力满足人民群

众上学需求，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村

义务教育发展高度重视，曾经出台了

《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

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系列

文件，财政上也对乡村小规模学校和

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给予保障。可

以说，近年来，这两类学校办学条件

得到明显改善。但受历史、地理等多

方面因素制约，不足100人的村小和

教学点仍是教育的短板。农村教育

还存在规划布局不合理、办学条件相

对较差、师资保障不到位、校园文化

建设相对滞后等问题，迫切需要进一

步加强全面建设，提升育人质量。

据了解，《指导意见》特别明确，

到2020年，基本补齐这两类学校短

板，不仅布局更加合理，办学条件也

要达到所在省份确定的基本办学标

准。同时，经费投入与使用制度更加

健全，基本实现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

一体化发展，为乡村学生提供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

准确布局改善办学条件

《指导意见》明确，要按照统筹规

划、合理布局，重点保障、兜住底线，

内涵发展、提高质量的基本原则，全

面加强两类学校建设和管理，不断提

高乡村教育质量。

吕玉刚解释，按照《指导意见》要

求，今后各地要准确把握布局要求，

科学制订布局规划，在人口较为集

中、生源有保障的村单独或与相邻村

联合设置完全小学；地处偏远、生源

较少的地方，一般在村设置低年级学

段小规模学校，在乡镇设置寄宿制中

心学校，满足本地学生寄宿学习需

求。妥善处理学校撤并问题，其撤并

原则上只针对生源极少的小规模学

校，并应有适当的过渡期。

改善办学条件。各省要合理确

定两类学校基本办学标准，按照“缺

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加快推进标准

化建设，力争2019年秋季开学前，各

地两类学校办学条件达到本省份确

定的基本办学标准。同时，强化师资

建设。对小规模学校，按照生师比与

班师比相结合的方式核定编制；对寄

宿制学校，应根据教学、管理实际需

要，适当增加编制。核定绩效工资总

量时向两类学校适当倾斜，落实乡村

教师各项津补贴政策。继续加大艰

苦边远地区乡村教师周转宿舍建设

力度，加强“一专多能”乡村教师培

养，整体提升乡村教师素质。

此外，要强化经费保障。对乡村

小规模学校按100人拨付公用经费

和对乡镇寄宿制学校按寄宿生年生

均200元标准增加公用经费补助政

策。探索将学校安保、生活服务等事

项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所需资金

从地方财政预算中统筹安排。

另外，提高办学水平。推进乡镇

中心学校和同乡镇小规模学校一体

化办学，实行中心学校校长负责制。

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加快实现

两类学校宽带网络全覆盖。

纳入各级政府考核体系

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每年有近

10万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留下

近万名留守儿童。为了让留守儿童

有一个健康成长的温馨家园，竹山县

政府近5年整合多方资金，投入近

7000万元进行设备购买，实现了校

校通宽带、班班通电子白板、师生人

人有终端，运用信息技术有效解决

8个边远教学点因缺师资不能开齐

课、开好课的问题。同时，还投入资

金4.38亿元，实施“全面改薄”等400

多个项目，寄宿制学校办学条件大为

改善，食堂配备率达到100%。

吕玉刚强调，加强组织领导是落

实《指导意见》的关键。今后，按照要

求，各地将落实政府责任，加强省级政

府统筹，健全协调机制，及时解决两类

学校有关问题。要把办好两类学校纳

入地方各级政府考核体系，完善责任

追究机制。同时，加强督导检查，建立

和完善两类学校质量监测和督导评估

机制，切实推动办好农村义务教育。

教育部将督促各地以县为单位制

订完善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规划，

并按程序报省级人民政府备案；抓学

校建设，督促未出台两类学校基本办

学标准的省份，尽快确定基本办学标

准，加快学校标准化建设；抓师资队

伍，督促各省出台两类学校教师编制

的具体核定标准和实施办法，制定寄

宿制学校宿管、食堂、安保等工勤服务

人员及卫生人员配备标准；抓学校管

理，加快推进中心学校和小规模学校

实行一体化办学，加强师资、课程统筹

管理，完善经费管理制度；抓教学质

量，以农村学校为重点，进一步创新教

学方法，加大信息化教学应用力度。

教育部已明确要求全面改薄资金向两类学校建设倾斜，各地要加快建设进度，

力争2019年秋季开学前两类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达到省定标准

不要以高校预算收入多少论“英雄”
□ 熊丙奇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75所教育部

直属高校日前都在各自官网上公布

了今年预算。清华大学仍是全国唯

一一所预算超200亿元的高校，而且

领先排名第二的高校 100 多亿元。

令人意外的是北京大学今年预算大

幅减少，导致“百亿高校”的排名发生

变化。记者发现，对很多“富裕”的高

校来说，其收入中来自拨款的已是小

部分，大部分则来自“事业收入”和

“其他收入”。

公布高校财务信息，是高等学

校信息公开的基本要求。本来，公

布预算收支情况的主要目的，是为

了让公众了解大学的收入与支出情

况，接受公众监督。但高校公布的

收支信息，却被一些媒体利用，制作

出高校富豪榜，按预算多少，排出高

校座次，这其实并不利于高校办学，

反而会加剧高校对资源的争夺，以

资源多少论学校办学实力。关注高

校收支情况，应主要关注收支透明

度，以及高校从社会获得捐赠、拓宽

办学资源的能力。

对于此次高校公布的预算情况，

舆论普遍关注理工科见长的高校预

算经费增加，而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

院校，经费与理工科见长的高校拉大

差距，比较典型的是清华和北大的一

升一降。统计发现，同是国内顶尖高

校，清华的预算总经费是北大的2倍

还多。其支出差别最大的是“教育支

出”一项，清华比北大多约 74.5 亿

元。而从其他高校看，理工类院校比

文科院校富裕是普遍现象。北京师

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是全国人文社

科类高校的领头羊，但预算总经费都

只有五六十亿元。

是不是国家对文科专业就不重

视呢？并非如此。首先，需要看懂各

高校的部门预算表。北大今年的预

算经费少，主要原因不是一般公共拨

款收入、事业收入（一般指学校开展

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

入，主要来自学生学费和科研经费）

减少，北大 2018 年的一般公共拨款

收入 53.4 亿元，比上一年的 48.8 亿

元，还增加4.6亿元，而是上年结转收

入大幅减少，2017年预算中，上年结

转收入达到51.18亿元，而2018年预

算中，上年结转收入只有1.63亿元。

也就是说,2017 年的费用基本使用

完，转到 2018 年使用的很少。按照

北大 2017 年的预算支出，结转下年

的为47.6亿元。清华2018年收入预

算中，上年结转 72.71 亿元，主要是

2017年未完成科研项目本年度按照

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资金。这并不

能表明清华变得更富，而是上年的经

费没用完结转的比较多而已。

而谈到科研经费，这是纳入到学

校的事业单位收入的，这也不能按经

费多少论学校财富，因为按规定这必

须用于科研，而不同学科的科研课

题经费差距很大，这是很正常的，比

如由于自然科学课题有的要大量资

金购买设备、材料，因此，自然科学

课题经费就往往高于人文社会科学

课题。以课题经费论财富，会催生

课题经费攀比问题，而忽视研究本身

的价值。

在目前按资源论英雄的评价体

系中，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学校，以

及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就会处于弱

势。在大学排行中，以人文社会科学

见长的高校，排名往往较低，而研究

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在课题经费评

价指标方面，也难和理工科学者竞

争，由此还影响薪酬待遇。这种强调

资源的办学，可能会让大学陷入急功

近利，不是按自己的定位办学，而想

追求高大全，以获得更多资源，也逼

迫大学教授变为课题教授、经费教

授，整天围着课题、经费转。

在这种情况下，媒体还炒作高

校的预算收支，只会加剧高校的功

利化。媒体更应该发挥的作用是，

监督高校全面公布真实的财务信

息，接受公众监督，同时，关注高校

教育和学术的真实贡献，而不是功

利化的教育和学术指标。相比总预

算开支来说，更应该关注大学每一

笔支出的去处。

只要孩子们过得好
—— 记“职业妈妈”邓琼

河北沧州一小学河北沧州一小学
组织学生制香组织学生制香囊囊
5月 15日，河北省沧州市运河区

朝阳小学举行“采中药 制香囊”感知

中医文化课外活动，组织学生走进当

地中药种植加工基地，邀请中医指导

学生现场认识、采集中药，制作传统

中药香囊。图为沧州一中药种植基

地中医周红军指导小学生制作中药

香囊。

新华社发（傅新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