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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言教育免费为时过早

国家2016年定向招收
贫困地区学生6万人

本报讯 （记者 康丽） 今年国家
专项计划定向招收贫困地区学生 6
万人。 日前，记者了解到，为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重点高校招收农
村和贫困地区学生的有关精神，教育
部近日下发 《关于做好 2016 年重点
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工作
的通知》，对有关工作进行全面部署。

《通知》明确，进一步扩大国家专
项计划招生规模。 国家专项计划定向
招收贫困地区学生，2016 年安排招生
规模 6 万人，较 2015 年增加 1 万人。
地方专项计划定向招收各省（区、市）
农村学生，安排招生计划原则上不少
于各地省属重点高校年度本科一批
招生规模的 3%，实施区域、报考条件
和录取办法由各地确定，要求实施区
域对民族自治县实现全覆盖。 高校专
项计划主要招收边远、贫困、民族等
地区县（含县级市）以下农村学生，由
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他自主招生试
点高校承担，安排招生计划不少于有
关高校年度本科招生规模的 2%。

《通知》强调，要进一步加强规范
管理和考生帮扶。 要求有关省 （区、
市）严格执行国家专项计划确定的实
施区域，不得擅自扩大范围。 要求严
格考生资格审核， 扩大部门信息共
享，完善监督机制，建立省、市、县三
级教育、公安等多部门联合审核工作
机制，确保考生户籍、学籍真实准确。
要求有关高校优化选拔办法，简化招
录程序，为考生提供更加简便、有效
的报考服务。 在考生申请、录取和新
生报到环节认真开展考生资格复查，
坚决取消不符合实施区域、 学籍、户
籍等要求的考生资格。 加大对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特别对建档立卡家庭学
生的经济资助，对专项生入校后的学
习和生活给予更多关怀，帮助学生顺
利完成学业。 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咨
询，鼓励优秀学生踊跃报考。

《通知 》要求 ，要进一步加强组
织领导和监督检查。 对在专项计划
招生中出现的弄虚作假 、暗箱操作、
徇私舞弊等违规违纪行为， 发现一
起，查处一起。 对伪造、变造、篡改、
假冒户籍学籍等信息或以其他方式
骗取专项计划报考资格的考生 ，以
及在考核、 录取过程中出现违规违
纪行为的学校、单位和个人，要依纪
依规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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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艳秋：学生心中的大人物
□本报记者 刘 婷 □通讯员 陈建波 胡 涛

襍新闻专递襊
一位中国矿业大学本科毕业、北京体育大学硕士毕业的姑娘，没有留在北上广，而是选择深入农村，成为一名

特岗教师。 一晃几年时间过去，别人以为她不过是镀镀金就离开，但她却与孩子们打成一片。 孩子们说：“她不仅是
良师,还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心中的大人物！ ”

督导报告显示
学校安全形势仍严峻

本报讯 （记者 康丽） 教育部 3
月 31 日发布 《2016 年春季开学工作
专项督导报告》显示，绝大多数地区
和学校春季开学工作平稳顺利、井然
有序， 但一些地区和学校在校园安
全、规范办学、办学条件方面仍然存
在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报告》对全国 31 个省份和新疆
兵团开学条件保障、 规范办学行为、
校园安全管理、校车安全管理、中小
学校舍安全管理和食品安全等 6 大
项 17 方面的情况进行实地督查，显
示学校安全形势依然严峻，部分农村
地区使用非法营运车辆、农用车辆接
送学生幼儿上下学的现象仍较为普
遍。 违规办学行为依然存在，城区学
校“大班额”现象依然普遍，农村幼儿
园“小学化”倾向依然明显。 基本办学
条件仍有短板，区域、城乡、校际之间
办学条件差距仍然较大，基础教育供
需矛盾日益突出，“入园难”“入学难”
等问题极易反弹。

督导意见提出，各地要针对此次
自查和实地督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列出问题清单，倒排时间表，采取有
效措施加大整改力度，尽快消除学校
重大安全隐患， 严格规范办学行为，
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进一步促进
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

薛艳秋的大学时代很耀眼。
本科从中国矿业大学毕业后， 考上

北京体育大学硕士研究生， 专修跆拳道
专业，拥有跆拳道教练证等多个证书。 毕
业那年， 薛艳秋被评为北京体育大学优
秀毕业生，京城多家跆拳道馆、健身机构
向她抛出橄榄枝，许以高薪。 她曾经实习
过的北京一所知名小学也向她发出邀
请。 但是，薛艳秋却做了一个让同学大跌
眼镜的选择———回家乡， 到农村学校当
教师！

“我的中学时代只上过一节体育课”

在薛艳秋这位体育高才生的心中，一
直有件难以释怀的事情：整个初中时代，她
只上过一节体育课。 她就读的乡镇初中只
有一名体育教师， 这个教师平时不上体育
课，只有到了中考前，才会给每个班上一次
整个学期唯一的一节体育课， 指导一些体
育考试动作要领和注意事项。

相比之下， 薛艳秋实习的那所京城小
学，仅体育教师就有 9 位之多，学校的各种
体育设施一应俱全，体育教研组的研讨氛围
非常浓厚，按说留下来任教是很好的选择。

“每当看到这些优越的教育教学条件，
我就越发为家乡学校的学生着急。 ”薛艳秋
是学体育专业的， 她非常清楚青少年时期
的体育锻炼和运动兴趣对人一生的发展有
多么重要！

因为从小家境清贫，薛艳秋是靠国家
助学金、奖学金完成学业的，她更明白教
育对自己、对大山里的孩子意味着什么。

“留下来只是锦上添花，回家乡才是
雪中送炭。 我必须回去为家乡学校做点什
么。 ”说起选择“下乡”的原因，薛艳秋一脸
真诚，眼神清澈，“我是家中小女，你说我
现在这种选择，是不是‘忠孝两全’啦？ ”薛
艳秋调皮地反问记者。

“爱上体育比体育运动本身更重要”

2014 年 9 月，薛艳秋通过湖北省新机
制教师招考，正式成为湖北省襄阳市樊城
区竹条实验中学的教师。 竹条实验中学坐
落在牛首镇竹条街道办事处，地名因当地
居民早年以编制竹货篾货谋生而来。 学校
四周是大片庄稼地。

这样的环境对薛艳秋来说并不陌生，甚
至有亲切感。 只是令她没想到的是，学校已
经有了 20 多名新机制教师， 这是湖北省农
村学校招聘教师的主渠道。 “真没想到有这
么多年轻教师，我读中学的时候，学校中老
年教师比较多。看来现在农村学校的师资确
实有了很大改善。 ”

年轻教师多了， 学校的活力和朝气自
然也不一样。 薛艳秋一来就被学校委以“重
任”：负责七年级 5 个班的体育教学，每个班
每周两节课；负责全校每天早上跑操、大课
间活动和课间操； 任七年级一个班的班主
任；偶尔还要客串思品课、音乐课。

“同学们，我姓薛，‘薛宝钗’的‘薛’。 ”
薛艳秋以这样的开场白开始了她“教在乡
村”的第一课。 学生们顿时哄堂大笑起来，
课堂上一片沸腾，而她的第一节课主要都
用来维持教学秩序了。

这时， 薛艳秋想起了大学老师的话：
“你是体育教师， 以后介绍自己的时候，就
说是‘薛仁贵’的‘薛’，要有豪气。 ”她开始
琢磨：我的豪气该怎样体现在课堂上？

薛艳秋观摩了学校其他体育教师的
课， 发现每节课的热身活动基本都是跑
操，学生要么嘻嘻哈哈哈，要么无精打采。
薛艳秋一下子有主意了！

薛艳秋把体育课热身活动时间变为
“开心 5 分钟”， 放上节奏明快的音乐，教
学生做健美操， 玩软式排球和拓展小游
戏。 学生们兴致勃勃，课堂气氛由之前的
“闹腾”变为了“欢腾”，薛艳秋的课也逐渐
成为最受学生期待的课。

农村学校条件简陋，薛艳秋带领学生
创设出各种体育项目，玩得不亦乐乎。

学校操场是沙土地面，全校训练用的
软垫只有五六块。 薛艳秋让每个学生自带
一个蛇皮袋，装上稻草，DIY 训练软垫。 大
家一字排开在操场上练习仰卧起坐、前滚
翻、后滚翻，场面蔚为壮观。

竹条街上竹子多，薛艳秋便动员学校
买来竹竿，全校师生每人一根，课间时师
生一起跳竹竿舞，校园顿时“嗨翻天”。

麻绳是农村常见物品，薛艳秋和学生
一起发明了各种花样跳绳、 拔河比赛，小
小麻绳派上了大用场。

慢慢地，学校篮球队、女子运动队、健美
操队、田径队、跆拳道队都组建起来了，竹条
实验中学的体育课也渐渐在樊城区小有名

气。薛艳秋带领学生参加全区中小学生体育
运动会， 学校破天荒取得了女子团体第二
名、男子团体第三名的好成绩。

那一天，学生们围着薛艳秋，兴奋地
说：“薛老师，你比薛仁贵带兵还牛！ ”

为了让更多的对体育运动感兴趣有
特长的学生有发展空间，今年，樊城区教
育局又支持学校创立了“竹之梦体育俱乐
部”，设立了跆拳道、篮球、田径、羽毛球、
武术等项目，感兴趣的学生可以报名成为
会员，薛艳秋和其他 4 位体育教师一起负
责在俱乐部义务指导学生训练。 目前，俱
乐部已经有 150 多名学生会员。

“感动七三班的大人物”

薛艳秋在农村长大，所以对农村孩子
渴望学习的心理感同身受。 她深知，农村
孩子缺乏的是自信、激情，作为教师，要帮
助他们打开心扉，目光看得更高远，心胸
放得更宽广。

薛艳秋刚接手的那个班，有 8 个学生
是单亲家庭，有 4 个学生学习成绩长期全
年级垫底，班级学生学习习惯不好，整个
班级精神面貌也欠佳。

学校有教师周转房，但是因为新机制教
师比较多，宿舍不够分配，薛艳秋主动要求
住在女生宿舍楼，方便查寝和照顾学生。

每天早晨， 薛艳秋带领全班学生跑
操，要求孩子们一起高呼口号。 开始有学

生不愿意喊，或者不好意思喊，薛艳秋就
带头喊， 对喊口号响亮的学生给予表扬。
慢慢地， 薛艳秋班级的学生跑操队列整
齐、口号嘹亮，成为学校跑操样本，学生们
开始有了一种自豪感。

有一次， 两个学生在教室里打架，闹
得很凶，同学们都等着看薛艳秋怎么“收
拾”。 薛艳秋来后， 看了看两个学生的伤
势，发现没有大碍后，就让学生继续上课，
没事儿人一样走了。 下午放学的时候，薛
艳秋请两个打架的“当事人”到她宿舍去
做客。 她下了一锅面条，请两个学生和她
一起吃，边吃边聊天，就不提打架的事。 面
条吃完了，薛艳秋说：“一个班级就是一个
大家庭，你、我、他都是一家人，你们同意
吗？ ”两个学生红着脸握手言和，回到教室
后，他们与同学讲自己的“挨批待遇”，讲
薛艳秋与他们说的话。 说来也神了，这个
班后来再也没有发生学生打架的事件。 按
学生们的话说，“薛老师就像我们的姐姐，
我们不能伤她的心”。

更神的是，这个学业成绩总是拖全年
级后腿的班级，一年后各项排名竟然可以
经常上榜首了！

后来，薛艳秋又接手了一个班，神奇的
变化同样在这个班上演。 薛艳秋似乎有了
一种魔法，她到哪个班，哪个班的学生表现
就格外活跃，班集体就很有战斗力。

2014 年学期末最后一次班会，薛艳秋
照例让学生自己策划、主持。 这一次，学生
们策划了一个主题———“感动七三班的人
物”， 表彰一学期以来为班级作出贡献的
同学。 薛艳秋坐在教室后排静静地欣赏学
生们的展示。 最后一个奖项，班长郑重其
事地说：“下面，我们要颁发七三班最大的
一个奖项———大人物奖。 我们的颁奖词
是：她虽然是一位普通的女教师，却有着
不一样的毅力。 尽管我们会犯一些错误，
她生气过，但只有几秒钟，过一会儿，她又
晴空万里了。 她用爱一点点地感动着我
们，她不仅是良师，还是我们的朋友，她是
我们心中的大人物———薛老师！ ”热烈的
掌声响起，随着班长一声“敬礼”，全班学
生齐刷刷地转向薛艳秋，敬礼。

那一刻，薛艳秋的眼泪哗哗地止不住
流。 “你对学生好，学生就会当你是朋友。 ”
薛艳秋说。

2015 年教师节，薛艳秋作为特岗教师
的优秀代表，参加了教育部教师节表彰大
会，受到了李克强总理的接见。 领奖归来
那一天，学生们自发在教室门口列队迎接
薛艳秋，学生们高喊：“我们的大人物回来
啦！ 我们的大人物回来啦！ ”

在薛艳秋和她的学生身上，这种惊喜
和感动常常发生。 今年 3 月 20 日是薛艳
秋预定的婚期，她悄悄向学校请婚假。 没
想到的是，就在她要请假回家的那个周五
班会课上，学生们请薛艳秋暂时离开 5 分
钟。5 分钟后她回来，看到教室黑板上已经
写满了祝福：“薛老师，我们爱你，祝你幸
福！ ”学生们还制作了一个大大的心形贺
卡送给她，上面有全体学生的签名。

“有许多人问我，回农村教书后悔吗？
你说，我怎么会后悔？ 学生带给我的感动
和幸福，远远比我给他们的要多。 ”薛艳秋
站在开满花的玉兰树下，笑得格外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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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艳秋和学生一起做游戏

最近看到诸多免费的提议，有提议义
务教育免费向两头延伸，或者向学前教育
或者向高中阶段教育一边延伸的，还有各
种专项教育免费的提议。 “免费”一时成为
热词，不仅专家在论，一般百姓在议，而且
一些地方政府纷纷推出新的免费举措。 本
世纪初， 曾有幸参与过呼吁义务教育免
费，这一愿望最终变成现实时的欣喜至今
还历历在目。 但近来看到免费的声音这么
多，却颇有不安。

国富民强，国家有钱了，把钱投入到
教育上，是最有眼光和价值的选择。 为需
要的群体提供免费教育，是最大的德政工
程、民心工程。 义务教育免费、贫困生资
助、 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等免费举措，带
来了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对我国教育总
体水平迈入世界中上行列功不可没。

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推动更多的教
育免费政策，似乎是很好的选择。 一些地
方政府结合自身财力，增加教育免费项目
和年限，同样是高度重视教育、支持教育
发展的表现。 但在全国范围畅言免费，还
为时过早。

前不久与中西部一些教育局长交流，大
家对“免费”声音这么多也颇不赞成。从中国
教育的整体发展要求来看，目前最重要的不
是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不是增加更多的免费
项目，而应侧重提高现有教育质量、稳定和
补充优秀教师队伍， 把教育深层次的隐忧，
如办学机制、教师编制、教师管理等问题逐
步解决；留守儿童进入校园后，让他们留得
住、学得好、玩得高兴在更多的学校成为现
实……把更多的经费投入到这些地方，才能
真正办出更高质量更加公平的教育。

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来看，经济下
行的压力还很大 。 在确保教育投入占
GDP4%之外，在短期里大幅度增加教育投
入，还存在实际困难。 从中国家庭经济状
况看，2015 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
到 21966 元，相当多的家庭特别是城市家
庭完全有能力分担一部分子女教育费用。
“养不教，父之过”，中国人对家庭在孩子
教育中的作用的重视，也使普通老百姓认
为支出子女教育费用是家庭职责所在，有
分担子女教育费用的意愿，这也是曾经带
来教育巨变的“人民教育人民办”现象的
坚实社会心理基础。

说畅言免费为时过早，是免费不宜过多
过滥，该免费的一定要免，而且要做得更好。
当前， 免费已经涵盖了义务教育全领域；中
等职业教育的免费政策，正在改变着现代农

民工的知识水平和素质能力；现有资助渠道
从理论上已经完全能够实现所有贫困家庭
子女全覆盖……这些免费项目要继续坚持、
巩固，做得更精准、更细致、更扎实，确保不
让一个孩子因贫困失学，不让一个家庭因供
子女上学而陷于贫困或重新返贫。

现阶段，对学生和家庭而言，加强供
给侧改革，为他们提供更高质量更加公平
的教育，才是他们的根本需要，而不是简
单地追求免费。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今年 “两会”新
闻发布会上说：“我们不延长九年义务教
育，把重点放在把义务教育办得更好。 ”这
体现的是稳扎稳打、一步步办出更高质量
更加公平教育的发展思路和路径选择。

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在历史上，
这样的镜鉴很多：出于善意和良好愿望的决
策， 不一定能够换来最优选择和最好的结
果，甚至适得其反。
在教育领域推行更
多的免费措施，也
要想好了、瞄准了、
走稳了，一步步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