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4 2018年5月26日 星期六

在国新办5月25日举行的国务院政
策例行吹风会上，教育部部长助理郑富芝
表示，2018 年中央财政将对地方教育转
移支付新增约130亿元，更多地向困难地
区和薄弱环节倾斜。

郑富芝说，义务教育“城市挤”是伴随
着城镇化进程推进产生的一个新问题，目
前突出表现在“大班额”的数量巨大。根
据教育部统计，截至 2017 年底，全国 56
人以上的大班额有36.8万个，其中66人
以上的超大班额有8.6万个，严重影响了
学校教学质量。为此，教育部明确提出，
要抓紧消除城镇“大班额”，逐步实现
2018年基本消除“超大班额”、2020年基
本消除“大班额”的目标。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郑富芝说，主要
一项落实措施就是要研究调整已有计划

资金使用方向，推动各地加大投入力度。
除了“城市挤”，“农村弱”也是当前制

约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一个瓶颈。郑富
芝说，当前，我国农村教育整体比较薄弱，
主要体现在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
制学校两方面。

郑富芝说，乡村的小规模学校较薄
弱，主要是运行的问题。因为这样的学校
规模很小，有的只有几十个人甚至十几个
人，按照生均经费拨款，经费总量上不去，
因此维持日常运转就有困难。寄宿制学
校的问题主要是办学条件不足，突出的问
题是学生床位数不够，在一些地方还有

“两张床睡三个孩子”的情况存在。
“下一步，关键是要落实已有的公用

经费补助政策，重点落实好两项政策。一
是要督促各地对乡村不足100人的小规

模学校，按照100人拨付公用经费；二是
督促落实寄宿生年生均200元的标准增
加公用经费补助政策。除了落实这两项
政策之外，我们鼓励各地结合实际，进一
步提高两类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水平，确保
学校正常运转。”郑富芝说。

谈到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郑富芝认
为，乡村教师薄弱的问题，是我国教育
发展“短板当中的短板”，其突出的表现
是“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造成这
一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地区的
教师待遇较低。因此，解决问题的关
键，是如何提升教师待遇，提高乡村教
师的职业吸引力。

郑富芝说，针对乡村教师薄弱的问题
需要综合治理，下一步将重点抓好 3 件
事。一是依法保障教师工资收入水平，逐

步全面实现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
平。在工资发放的时候要做到“两同”，即
教师和公务员工资收入做到同口径发放、
同步发放。

二是激励促进流动。通过落实完善
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
方进一步提高补助标准。特别是要依据
学校艰苦边远程度实行差别化补助，越艰
苦的地方、越困难的地方，补助标准、补助
水平越要高一点，这样才能促进优秀教师
向乡村流动。

三是特岗充实力量。2018 年，将再
增加教师特殊岗位计划 1 万名，重点向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促进解
决困难地区学校师资短缺以及结构不合
理的问题。

今年中央财政将对地方教育转移支付新增约130亿元——

资金将更多向困难地区和薄弱环节倾斜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韩秉志

生态环境部近日通报，截至 5 月
17日，全国需要地方新建的959个地
表水考核断面水质自动监测站中，
954 个已经开工建设，其中 772 个站
房主体已建成开始进行内外装修和辅
助设施建设。

各地正在加紧建设的自动监测站
是我国环境监测改革的一项重要内
容，将进一步提升环境监测数据质量。

完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

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
工作，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打好污染
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支撑。日前召开的
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要求，确保攻
坚战各项目标任务的统计考核数据真
实准确，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监测
网络建设方案》《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
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
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深化环境监测
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
等环境监测方面的改革文件相继印
发，我国环境监测改革不断取得积极
进展。

生态环境部环境监测司司长刘志
全介绍，近几年我国不断完善空气、
水、土壤等环境要素的监测网络布局，
扩大监测范围，全面支撑环境保护重
点工作。

在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布
设1436个国控监测站点，且全部具备
PM2.5等六项指标监测能力，地方建设
的省、市、县监测点位近 4000 个，建
成了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环境空气质量
监测网。

地表水国控断面从“十二五”期间
的972个扩展到现在的2050个，覆盖
全国十大流域 1366 条河流和 139 座
重要湖库，实现了反映水环境质量现
状和变化趋势，基本满足水环境质量

评价与考核需求。对全国338个地级
以上城市和 2856 个县的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开展常规水质监测。

基本建成由 38800 多个点位组
成的国家土壤环境监测网。2017 年
完成13611个历史基础监测点位的土
壤环境例行监测工作，通过分散采样、
集中制样、采测分离，确保土壤环境监
测结果客观、科学、准确。

同时，在污染源监测方面，我国依
法推动落实企业自行监测及信息公开
主体责任，加大污染源监测及信息公
开抽查力度，建立企业自行监测和监
督性监测的信息公开通报制度。

我国还进一步借助“天眼”监测自
然保护区生态状况。今年 5 月 9 日，
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高分五号
卫星，我国卫星遥感监测又添新成员。

推动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

记者近日在北京市房山区采访时
看到，在大石河一侧几十米远的空地
上，一个三层高的水质监测站土建工
作已基本完工。

北京市环保局负责人介绍，站点
建成后将告别此前每月由人工采水
样、水质监测的做法，监测站可实现自
动采样、自动监测，并可以及时传输数
据。水质监测频次将大大提高，实现
每四小时监测一次，一旦水质出现异
常情况将及时报警，对水环境预测预
警和考核评价发挥重要作用。

为减少地方人为干扰监测数据冲
动，2016年我国全面完成了空气质量
监测事权上收工作，委托第三方公司
对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开展运行和
维护。2017年，我国进一步推进国家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事权上收，到今
年要完成2050个地表水考核断面水
质自动站建设，统一委托第三方机构
负责运行和维护。

刘志全表示，空气、地表水监测事
权上收，厘清了国家和地方事权与支
出责任，化解了地方行政干预，减轻了
基层压力和负担，实现“谁考核、谁监
测”，是我国环境质量监测机制的重大
改革，切实保证了监测数据独立、客
观、公正。

“零容忍”对待监测数据造假

数据质量是环境监测工作的生命
线。2017年6月，广受关注的西安环
境空气自动监测设备“戴口罩”案件一
审宣判。据了解，2016 年初，当地工
作人员多次进入监测站内，利用棉纱
堵塞采样器的方法，干扰环境空气质
量自动监测系统的数据采集。

今年 3 月底，生态环境部又公布
了7起共9个国控空气质量监测站点
受到雾炮车或其他人工喷淋干扰的案
例，多名责任人受到严肃处理。

据了解，2017 年中办、国办印发
的《关于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
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就提出，研究制
订防范和惩治领导干部干预环境监测
活动的管理办法，重点解决地方党政
领导干部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影响，指使篡改、伪造环境监测数据
等问题。

刘志全说，生态环境部要建立环
境监测数据质量监督机制，通过远程
监控与实地抽查相结合，采用飞行检
查、例行检查、专项检查等形式，加大
环境空气、地表水监测质量监督检查
力度。

他强调，要以“零容忍”态度对发
现的人为干扰和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
假行为进行严肃处理，持续保持高压
震慑态势，确保监测数据真实、准确、
全面。

文/新华社记者 高 敬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更真、更准——

我国生态环境监测改革进展顺利

1928年9月27日，一位年轻人
在南京雨花台高唱雄浑悲壮的《国
际歌》，眼神坚定有力。一声无情的
枪响，他倒在血泊中，从容走完了生
命的最后一程。他就是雨花英烈史
砚芬。

史砚芬 1903 年 3 月出生于江
苏宜兴。中学期间他就投身到五四
爱国运动的洪流中。1927 年春，
北伐军进抵宜兴，史砚芬开始接触
马列主义思想，逐步树立起共产主
义信念。不久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参与组织农民协会，与土
豪劣绅进行斗争。在轰轰烈烈的革
命斗争中，史砚芬转为中国共产党
党员，任共青团宜兴县委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
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在一片白色恐
怖中，史砚芬以满腔热情忘我地为
党工作。他在宜兴先后组织并领导
了声势浩大的“教师索薪”“农民搞
粪捐”和“双十节驱逐国民党县长”
三大运动。

1927 年11 月，在中共江苏省
委领导下，震撼大江南北的宜兴农民暴动打响江南农民
暴动第一枪，史砚芬担任了这次暴动的副总指挥。宜兴
农民暴动失败后，史砚芬被任命为共青团南京市委书
记。他深入南京及周边各地，宣传八七会议精神，发动
民众组织。同年12月，在中共南京市委第一次代表大
会上，史砚芬当选为中共南京市委委员，负责共青团工
作。从此，他活跃在南京各大校园内外，领导大学团组
织开展革命斗争。

1928年5月5日，史砚芬在南京会议时，由于叛徒出
卖，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受尽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始终
坚贞不屈。同年9月27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年
仅25岁。

史砚芬就义时给弟弟妹妹留下了呼唤时代、益教后
世的诀别信：“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
的，是必要的。我死后，有我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
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底于成，故我虽死犹
存。我底肉体被反动派毁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
是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者所毁伤……好！弟妹，今生就
这样与你们作结了。”

2018 年 3 月底，一档人文艺术类电视节目《信·中
国》诵读了史砚芬这封写给弟弟妹妹的诀别信。很多宜
兴人观看了这期节目，了解了这位英烈的故事，学习他的
革命精神。“缅怀先烈，致敬英烈。正是他们的牺牲才有
了我们今天生活的美好。”居民胡兴看完节目后发表了自
己的观后感。

在宜兴官林镇义庄村史氏祠堂的三进古建筑最后面
的一棵雪松下，有一块纪念碑，碑面上刻有史砚芬的生平
事迹。每年，都有很多人慕名前来瞻仰。年逾80岁的义
庄村民史培川老人与史砚芬的妹妹熟识，小时候常听史
砚芬的故事。多年来，史培川一直保存着史砚芬的妹妹
用来祭奠哥哥的9盏酒盅，后将其捐给了宜兴当地的博
物馆。史培川说，“应该让烈士精神永远被后人继承和弘
扬下去。”

文/新华社记者 邱冰清
（新华社南京5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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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5月25日电 （记者胡浩 胡林果） 记
者25日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初，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
启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截至5月23日，全国
已 摸 排 校 外 培 训 机 构 128418 所 ，整 改 培 训 机 构
12251所。

在教育部于广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
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专项治理行动启动后，各地开
展了全面摸排。摸排中发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机构
10051所，无证无照机构44542所，有营业执照无办学
许可证机构38594所，开展学科类培训 （主要指语文、
数学、英语等）“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
机构7413所，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并与中
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机构1105所。对中小学校的摸
排已进行 85250 所，发现存在中小学校不遵守教学计
划、“非零起点教学”现象学校2148所；发现存在中小
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等不良现象的
学校2141所。

在摸排中发现问题后，各地积极开展整改，已整改
培训机构12251所。其中，整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机构
2822所，整改无证无照机构5013所，整改有营业执照
无办学许可证机构2963所，整改学科类培训“超纲教
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机构1241所，整改组织
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并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
的机构 212 所。同时，272 所中小学校也进行了整改，
其中，整改存在中小学校不遵守教学计划、“非零起点
教学”现象学校 133 所，已处理教师 （校长） 117 人；
整改发现存在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
讲等不良现象学校 139 所，已处理教师 （校长）
217人。

据了解，目前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
全部公布专项治理方案。下一步，教育部将依照各地方
案进行督促指导，适时公布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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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已摸排校外培训机构近13万所
整改1.2万余所

本报北京 5 月 25 日
讯 记者曹红艳 25 日从生
态环境部获悉：经党中央、
国务院批准，第一批中央环
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近日
将全面启动。目前6个中央
环境保护督察组已组建，将
对河北、河南、内蒙古、宁
夏、黑龙江、江苏、江西、广
东、广西、云南等10省区开
展为期一个月的“回头看”
督察进驻工作。

根据安排，6 个督察组
将于近日陆续实施督察进
驻。“回头看”督察始终坚持
问题导向，重点督察经党中
央、国务院审核的中央环境
保护督察整改方案总体落实
情况；督察整改方案中重点
环境问题具体整改进展情
况；生态环境保护长效机制
建设和推进情况。重点盯住
督察整改不力，甚至“表面整
改”“假装整改”“敷衍整改”
等生态环保领域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重点检查列
入督察整改方案的重大生态
环境问题及其查处、整治情
况；重点督办人民群众身边
生态环境问题立行立改情
况；重点督察地方落实生态
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严肃责任追究情况。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策部署，督察“回头
看”将针对攻坚战7大标志性战役和其他重点
领域，结合被督察省份具体情况，每个省份同步
统筹安排1个环境保护专项督察，采取统一实
施督察、统一报告反馈、分开移交移送的方式，
进一步强化震慑，压实责任，倒逼落实，为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强大助力。

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进驻时间约为1个
月。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将分别设立联系电话
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省份生态环境保护方
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据了解，第一轮中央环境保护督察2015年底
在河北试点，此后分4批对30个省区市开展督察，
到2017年实现31个省区市的督察全覆盖。针对督
察组反馈的情况，各地制定了具体的整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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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彦臻报道：由国
家外国专家局等主办的第七届“我与
外教”全国大赛颁奖典礼暨第六届“国
际化人才之路”论坛5月24日在北京
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外专局、教育厅
局的有关人员，各有关学校单位的获
奖人员、外教，以及国内外文教专家服
务机构的代表近400人参加活动。

据介绍，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我与外教”全国大赛活
动自 2011 年启动以来已成功举办 6
届，得到了全国各地外国专家局、教育
厅局及有关高校等单位的积极支持和
参与，并引起广泛关注，已成为引进外
国人才与智力、加强与国内外教育文
化交流互鉴的品牌活动。第七届“我
与外教”全国大赛 2017 年 9 月份启
动，全国各地外国专家局、各有关学校
等单位积极组织，活动共收到征文
5000 余篇，“外教看中国”1000 多幅
摄影作品。近百万网友参与了活动投
票，经过专家严格、细致的评选，最终
评选出获奖作品。

当日举行的“国际化人才之路”论
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双一流’建设与
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全球胜任力
——国际组织人才任职能力的培养”
等主题，进行了分享和探讨。

“国际化人才之路”论坛举行

5月25日，农民在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龙泉街道俞家屯村药用芍药种植基地里进行田间管理。初夏时节，俞家屯村药用芍药种植
基地内花香四溢。近年来，当地以“农旅”融合为重点，积极鼓励农民引进药用芍药，打造集特色产业、生态观光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
目前，以产业增收促进旅游观光的“芍药经济”稳步发展，提高了农民的种植效益和土地利用价值。 梁孝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