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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了这么多年，学生还要自带桌
椅上学，问题在于管理，这种情况是不允
许发生的。”在国务院新闻办 2 月 13 日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
明确表示，下个月，国务院督导委员会将
派出人员到各地督察。“如果还有学校桌
椅板凳没有配齐，我们一定要严肃查处，
一定要问责。”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推
进农村教育发展都提出明确要求。2013
年 12 月 31 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印发《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
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今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
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
意见》，进一步明确要求推进城乡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改善农村义务教育
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适当提高农村
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这一系列
要求、建议，将给农村贫困地区学校带来
哪些变化？

优先解决中西部农村教育问题
“由于连片困难地区、边境地区、民族

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教育发展也相对
滞后，不解决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薄弱
地区的问题，就不能办好全国的教育。”刘
利民说。

刘利民所说的贫困地区，包括集中连
片特困地区、边境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共
有 1100 个县，这 1100 个县中义务教育薄
弱 学 校 占 比 近 40% ，学 生 占 到 全 国 的
33%。在刘利民看来，提升这些区域的办
学条件标准、提升办学质量，将是促进教
育公平的一项重大举措。

去年底，3 部委印发《全面改善贫困
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

意见》。《意见》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
则，直指基本教学条件、学校生活设施、
教育信息化等问题，着力于解决教育短
板问题。

“薄弱贫困地区农村教育问题不解
决，我国的教育问题就没有解决。这一文
件的出台，就是要把农村教育问题解决
好，就是要从细处入手，从一张床、一个桌
子、一个板凳入手，从食堂、教室入手，逐
渐改变面貌。”刘利民说。

尽管在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农村教育
发展取得明显成效，但贫困地区办学成本
较高，教学条件较差，寄宿制学校宿舍、食
堂等生活设施不足，村小和教学点运转比
较困难，教师队伍不够稳定，一些孩子睡
大通铺、几个孩子吃一盒饭、教师资源不
够等问题依然存在，这是我国义务教育事
业发展的薄弱环节，也是实现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的重点和难点。

刘利民指出，我国已提出义务教育学
校标准化的概念，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
平衡，现在很难要求困难地区完全按照标
准来设置学校，一些最困难、最贫困的地
方孩子虽然有学上，但的确没有上好学。

“所以，先要解决雪中送炭的问题，然后再
实现锦上添花。”

“如果说科技是我们的‘明天’，教育
就是我们的‘后天’。我们从今天起就要
谋划‘明天’、‘后天’的事情，就要按照‘缺
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解决农村地区最迫
切的需求。”刘利民这样比喻道。

教育经费投入今年将大幅提升
“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

校的办学条件”，短短的一句话，却是一项
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作，需要大规模的经
费支持。

从 2010 年起，中央财政加大义务教
育投入，启动了如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加
强校舍改造和仪器设备两方面建设等工
作。截至2013年底，中央财政已投入校舍
改造资金 399 亿元、仪器设备投资金 219
亿元。这些费用加上各省份、县级政府的
配套，带来了农村学校面貌的巨大改变。

在薄弱学校改造计划的带动下，农村
学校学生生活条件明显改善。2012 年，
全国小学寄宿生生均宿舍面积为 3.1 平方
米，比 2009 年增长 24%；集中连片贫困地
区 699 个县普遍建设了学校食堂，为国家
营养改善计划的顺利实施创造了条件。

刘利民认为，经费是执行计划的核
心问题，解决教育经费问题既要盘活存
量，也要加大投入。所谓盘活存量，就
是要把包括薄弱学校改造、校安工程、初
中建设工程等项目整合起来，采取中央
和地方分项目共同承担的办法，推动工
作开展。

近年来，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很重视
农村教育经费投入。2012 年，国家财政
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比例达到 4.28%，
其中 52%的教育经费用到了义务教育，在
这 52%的份额中，又有 60%是倾斜在中西
部地区农村教育的。

“按照中央领导同志的要求，好钢要
用在刀刃上。对我们来讲，刀刃就是农村
义务教育，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农村义务教
育。”刘利民透露，2014 年，教育经费投入
将在去年中央财政 200 亿元的基础上大
幅提升，具体增加多少还需要全国人大批
准预算。

3 至 5 年解决城乡教育差异
今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

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
化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要求推进城
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改善农村义
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

在刘利民看来，目前存在的城乡教育
差异问题，不完全是教育问题，也是现在
的基本国情，即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显现在教育上。

刘利民表示，3 部委出台的《意见》中
已有时间表和路线图，未来将用 3 至 5 年
时间基本解决 6 大城乡教育差异问题。
具体来说，就是要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
实现“班班有教室，人人有桌椅，吃饭有食
堂，睡觉要有床”。

据统计，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留
守儿童约有 2300 万名，大部分集中在薄
弱地区的学校学习。使这些留守儿童进
一步得到关爱，也是文件出台的一项重要
的任务。《意见》的实施，将有望让留守儿
童的学习和寄宿条件得到基本满足。

“如果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不
巩固，就有可能出现新的辍学现象。”刘
利民强调，我国政府用了 25 年普及了九
年 义 务 教 育 ，青 壮 年 文 盲 率 下 降 到
1.08%。攻坚任务完成后担子只会更重，
如何实现小学辍学率控制在 0.6%以下，
初中辍学率控制在 1.8%以下的目标，已
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我国对农村地区义务教育

加大投入，实施了一系列教育重大工程

项目，如农村义务教育薄弱校改造计划、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农村初中改造工程

等，大大改善了农村地区的办学条件。

去年底，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

部印发《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

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进一步将

各项工程项目整合细化，为更好地改善

农村偏远、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质量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需要明确的是，硬件的建设不可

忽视，软件尤其是师资的加强也需要跟

上。目前，在一些农村地区，学校硬件设

施已经有了明显改善，但由于师资力量

不足、教学质量有限，生源规模在不断缩

小。有些学校即使已建好信息化教学设

备，由于缺乏专业维护人员，却处于闲置

状态。这种情况如果一直持续下去，城

乡之间、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教

育差距将很难找平。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

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实行

公办学校标准化建设和校长教师交流轮

岗。此次 3 部委共同下发的《意见》也指

出，要推动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提高教

师队伍素质，推进县域内校长教师交流

轮岗，同时努力改善农村教师生活条件

等等。这些举措不仅为农村义务教育一

线的教师鼓了劲，更能够促使城镇优质

师资向薄弱校流动；不仅可以进一步提

升薄弱校的教学质量，还能使城镇优质

教育资源“物尽其用”，从根本上解决农

村义务教育质量偏低的问题，让贫困地

区的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

师资力量一直是义务教育薄弱校的

一块“短板”，解决起来并不容易。但不

少地方已经作出积极尝试，并取得了良

好效果。如北京、上海、成都等地纷纷出

台关于教师流动的相关政策，鼓励城镇

学校教师到乡村学校任教；陕西省宝鸡

市实行教师校长双向流动新模式，由过

去的单向支教转为城乡互动，对双方学

校皆有益处。教育部也启动实施了农村

校长助力工程，为贫困地区农村义务教

育学校校长提供培训，解决他们在办学

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

政策的支持及各地的探索，为无数

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孩子带来了新生活的

美好愿景。我们衷心地希望，薄弱学校

的师资短板能够尽快补齐，让城乡教育

差异从根本上解决。

改善薄弱学校改善薄弱学校
还需重视师资还需重视师资

李 丹

“我国贫困地区的教育建设主要存在
两方面问题。”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分析认为，一是“形象工程”，一些
地方政府不是花力气整体改变教育的贫
困局面，而是只抓一两项“形象工程”来展
示工作业绩；二是资金保障不到位和资金
使用过程中的跑冒滴漏现象，一边缺钱、
一边乱花钱的状况比较普遍。

熊丙奇认为，此次教育部等 3 部委出
台《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基本
办学条件的意见》的最大亮点，在于明确
提出了“缺什么补什么”的针对性原则，直
指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比如，要求
杜绝超标准建设和奢华浪费，不得将财政
资金向少数学校过度集中，拉大教育差
距；严禁举债建设义务教育学校和改善义

务教育办学条件等。”
熊丙奇说，这次意见明确要求“严禁

举债建设义务教育学校和改善办学条
件”十分重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
国贫困地区发展义务教育都存在举债办
学的情况，包括向银行借款，向教师、学
生家长、村民集资等方式。政府部门投
入 不 足 的 结 果 ，不 仅 导 致 学 校 债 务 缠
身，甚至陷入债务纠纷，还让教师的待
遇朝不保夕。

“多年来，我国在清理九年义务教育
欠债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欠债问题仍
未得到彻底解决，农村代课教师欠薪问题
就是其中之一。要避免出现新的举债办
学情况，保障办学经费是根本问题。”熊丙
奇说。

熊丙奇认为，在保障办学经费的基础
上，还要坚持“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这
就需要有关部门转变管理理念，建立科
学、民主的教育决策机制。

具体来说，对于“该把钱用到何处”的
问题，应该听取村民的意见，不能出现管
理部门“一言堂”。同时，还必须完善工作
机制，包括经费投入机制和监督机制。此
外，在进一步推进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政
府需要转变发展理念，改革投入机制，完
善监督机制，甚至可以探索建立有权参与
决策、评价、监督的教师委员会、家长委
员会和学生自治委员会。只有多管齐下，
才能让学校财务管理更加透明，有效避免
乱收费现象，确保每一分都用到最该用
的地方。

依靠改革摆脱举债办学怪圈
——访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本报记者 韩秉志

从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整体部署，到多部委联合印发《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

本办学条件的意见》，再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近段

时间来，加快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成为教育领域的关键内容。在13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

布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表示，未来将用3至5年时间基本解决6大城乡教育差异问题，学生带着桌椅上学、孩

子自己生火做饭的情形将不再重演——

未来的农村学校什么样——

人人有桌椅 吃饭有食堂
本报记者 韩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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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元宵节”和“情人节”在同一天。“双节”
前夕，记者走访北京市部分花卉市场和花店发现，受
产量减少影响，今年玫瑰花价格几乎比去年上涨一
倍。蝴蝶兰等高档花卉量价齐跌，适合家庭种植的
小型盆栽走俏。

玫瑰花：价格翻番生意惨淡

“要玫瑰花吗？给你优惠点。”2月 12日下午，记
者走进位于玉泉营的花乡花卉市场时，商户招揽顾
客的声音不绝于耳。许多经营鲜切花的店铺前摆放
着各种玫瑰花束，但咨询购买的顾客并不多。

记者了解到，产自昆明的 20 枝一扎的红玫瑰，
价格在 120 元至 150 元之间，约合每支 6 元至 7 元；

“蓝色妖姬”为每支 15 元至 20 元。而在去年，红玫
瑰每枝约 3 元至 4 元。“玫瑰花太贵了，我今天都没
开张！”商户李女士大吐苦水。

据了解，北京的玫瑰花大部分从云南昆明空运
过来，春节前云南的雪灾导致大量鲜花被冻死冻
伤。虽然雪灾已经过去，但是产地减产直接推高了
玫瑰花价格。“红玫瑰每扎只卖 150 元，可我们上货
价就在 140 多元，刨掉成本和损耗，基本就是赔本赚
吆喝。”李女士说，今年的行情是“种花的赔钱，卖花
的赔钱，买花的又嫌贵。”

顾客王先生为妻子预订了一束 33 枝的玫瑰
花，由红玫瑰和香槟玫瑰搭配而成，价格是 400
元。他告诉记者，“价钱有点贵，但还是比在花店
买实惠些。”

在鲜花店，一枝红玫瑰的价格大约是 15 元。在
丰台区经营一家鲜花店的赵佳告诉记者，寓意“一心
一意”的 11 枝红玫瑰花束最便宜的价格是 150 元。
赵佳说，去年这个时候接到了 10 多个订单，今年才
1个订单，生意惨淡。

店里的价格不低，网上的价格也不断走高。记
者浏览中国鲜花网看到，首页重点推荐的一款“昆明
A 级红玫瑰 11 朵”的花束，标价为 229 元。在天猫
商城某鲜花旗舰店，一款“11 朵玫瑰花+2 个毛绒小
熊”的花束，2 月 12 日中午的价格为 254.4 元，当晚
10 点半左右价格调整为 268.71 元。2 月 13 日上午
10 点，这款花束的价格已经涨到了 318 元。客服
人员解释说，玫瑰花是时令价，每个时间段价格都
不一样，越接近情人节价格越贵。该店铺在商品介
绍栏中说，“我们已经开始接受预订，价格会上涨 1.2
倍至 2 倍以上，越往后面价格会越高，如有需要请尽
早下单。”

盆栽：便宜的好卖 贵的不好卖

在绿植市场，记者看到，受单位团购减少的影
响，往年热销的蝴蝶兰、大花蕙兰、君子兰等今年价
格下跌，销售遇冷。以销售蝴蝶兰为主的商户王先
生告诉记者，以往每到春节都有不少单位来采购蝴
蝶兰，今年销量大幅下降，只售出了几千盆，比去年
减少了 3 万多盆。在价格上，每株单价也从过去的
50至 60元下降到 30元。“生意淡了太多！”王先生无
奈地说。

“单位买的少了”，带来的直接变化是价格的
下跌。“放下身价”的蝴蝶兰吸引了更多大众消费
者。王先生说，一盆 12 株的蝴蝶兰现在只要 300 多
元，这让很多以前因为价格望而却步的老百姓把蝴
蝶兰搬回了家。

记者采访的多家商户普遍反映，中央“八项规
定”出台后，全国上下厉行节约，“单位订单少了”、

“送礼的少了”，对花卉市场影响较大。
“便宜的好卖，贵的不好卖”，经营绿植的王女士

这样总结去年以来的市场行情。比如，以前标价七
八百元的四季桂花降到 400 元，普通消费者依然嫌
贵。过去，标价近万元的大型金丝楠木盆栽每年能
卖 10 多盆，今年才卖了 4 盆。今年，大型绿植基本
上没有单位买，小盆栽也就买个七八盆。王女士说，
按惯例，许多商户春节前绿植销售得差不多后，会在
节日期间转营一个月左右的鲜花。今年因为生意不
好，“绿植甩都甩不出去，好多家都没换货。”

记者看到，不时有顾客前来咨询购买适合家庭
种植的小盆栽。王女士说，几十元左右的小玫瑰、长
寿花、瓜叶菊、四季海棠卖得比较好，平时需求也比
较稳定，“现在就靠卖小的了。”

花乡花卉市场相关负责人赵艳茹介绍说，现在
是“批发商求零售商拿货，零售商则是卖一点拿一
点”。从该市场的整体情况看，价格贵、档次高的品
种销量下降明显，价格实惠的水仙、杜鹃等花卉由于
以个人购买为主，受影响不大。她建议花卉经营者
转变思路，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经营品种和价格，
多销售一些老百姓能接受的花卉。

“双节”前夕探访鲜花市场：

玫瑰价格贵
小型盆栽俏

本报记者 熊 丽

访
谈

2 月 13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文博苑社区的一家

花店内，花店老板（左）为顾客介绍花的品种。情人

节将至，安徽合肥各商家纷纷制作推出各式玫瑰花

束，供顾客选购。 新华社记者 杜 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