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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

和政府始终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地位。不久前，教育部相关负

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19年，国

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首次突破4万

亿元，年均增长 8.2%；占 GDP 比例为

4.04%，连续8年保持在4%以上。

（12月21日《人民日报》）

“十三五”时期，中央财政坚持把

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

保障，加大教育投入，保证财政教育投

入持续稳定增长。2019年国家财政性

教育经费有效带动了全国教育经费总

投入首次超过5万亿元，支撑了世界上

规模最大的国民教育体系，建立了世

界上覆盖最广的学生资助体系，有力

推动了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

界中上行列。

这笔经费，花得暖心。从教育部

提供的数据可以发现，义务教育在国

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中占比最高，

2019年占到52.7%，体现了“保基本”；

学前教育财政性经费年均增长15.4%，

在各级教育中增长最快，体现了“补短

板”；中央对地方教育转移支付资金

80%以上用于中西部地区，“三区三州”

等深度贫困地区财政性教育经费年均

增长 10.9%，高出全国年均增幅 2.7 个

百分点，体现了“促公平”；教职工人员

支出占到62%，比2015年提高近5个百

分点，支出重点逐步从硬件建设向软

件建设转变，体现了“提质量”。更让

人欣慰的是，寒门学子再不愁上学难，

用于学生资助的财政资金累计支出超

过5000亿元（不含免费教科书和营养

膳食补助），年均增长8.35%。

近年来，教育投入充分发挥了保

障教育发展、推动教育改革、促进教育

公平、增强教育内涵、提高教育质量的

政策导向作用，有力推动了教育事业

全面发展。需要看到，当前教育经费

投入使用管理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

教育经费多渠道筹集的体制不健全，

一些地方经费使用“重硬件轻软件、重

支出轻绩效”，监督管理有待进一步强

化等。这就要求进一步优化结构、深

化改革、强化监管，建立健全适应现代

财税制度和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要求

的教育财务治理体系，“好钢用在刀刃

上”。

切实提高教育经费使用效益，应

做到统筹兼顾。既要紧紧抓住人民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持续保持教育投入稳定增长，在幼有

所育、学有所教、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

新进展，也要立足基本国情，合理引导

社会预期。同时，要区分“轻重缓

急”。在各级各类教育之间要突出“重

点”，重点保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

具体支出项目之间要突出“优先”，将

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投入重点予以

优先保障；在地区和群体之间要突出

“倾斜”，着力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

困地区和建档立卡等贫困学生倾斜，

推动实现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教育基本

公共服务全覆盖。

教育既是国计，又是民生。把教

育经费的每一分钱用好，才能给人民

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广西巴马支教教师杨非

凡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

捐赠物品，为了合理分给每个

孩子，他在学校办起了爱心超

市，并印制了校园“货币”。每

个想要捐赠物品的孩子，必须

通过劳动换取酬劳，然后拿自

己挣到的“钱”去换取或租借

物品。

（12月21日《浙江教育报》）

“不患寡而患不均。”如何

合理分配爱心人士捐赠的物

资，虽然不是什么大事情，但

确实容易引发诸多问题。杨

老师的创意，不仅妥善解决了这个难题，

还传递了深层次的教育意义。把劳动课

和靠劳动获取捐赠有机结合起来，契合了

当下大力倡导劳动教育的形势。

扶贫先扶志。给贫困偏远地区的孩

子捐赠物资固然是扶贫的应有之义，但也

要提防部分孩子滋长出“我弱我该得”的

思想。用劳动换取礼物不仅可以避免分

配不公，还能教育孩子靠劳动获取自身所

需，避免其出现好逸恶劳、好吃懒做的倾

向。值得一提的是，用劳动换捐赠物资有

效顾及了受捐赠者的尊严。

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成人，然后是成

才。让学生用劳动换捐赠物资，在帮助孩

子的同时，还教他们如何做人，对孩子的

人格形成影响巨大，不能小看这种教育。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得到的捐赠物

资是有形的，而在劳动中的受益是无形

的，这样的影响很可能伴随其一生。

其实，不只是贫困偏远地区，条件好

的地方也可以借鉴。随着经济发展和物

质条件的极大改善，家长对于孩子物质方

面的需求大多会尽可能予以满足，越来越

多的孩子已经体会不到“一丝一缕，恒念

物力维艰”所表达的情感了。让孩子付出

劳动和努力之后再给予，或许会有意想不

到的收获。

教育是塑造孩子心灵的艺术，支教不

仅是在献爱心，更要用心用情。杨老师的

点子，既妥善解决了分配问题，还顾及了

孩子们的尊严，并让他们明白劳动的重要

性，培养其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如此一

举多得，这样的爱心超市多多益善。

福建省日前印发《福建省中小学

教师减负清单》，清单在规范督查检查

评比考核事项、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

规范精简相关报表填写工作等方面明

确作出18条规定，全面减轻教师非教

学任务负担。据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此

前披露，要加大中小学教师减负督查

力度，目前全国已经有20个省份出台

了减负清单，预计年内所有的省份都

会出台减负清单。

（12月15日《光明日报》）

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由来已久，

各种教学的、非教学的任务占用了各

地基层教师大量时间和精力。各地次

第出台的减负清单，明确指向这些事

务，如黑龙江、湖南、四川、云南等省份

规定，不得开展未经同级党委审批报

备的涉及中小学校和教师的督查检查

评比考核活动；多省份在减负清单上

都提到，减轻报表填写工作负担，规范

微信工作群、政务App（应用程序）等进

校园。

中小学教师杂事如此之多，让人

惊讶。这也有助于增进公众对教师的

认知：“你看，教师负担重，并不是矫

情。”前段时间，一位小学生家长因不

堪批改作业的压力“怒退”家长群，在

引发众多家长共鸣的同时，也让教师

大倒苦水：太忙了，只好让家长分劳一

部分作业。

现实地看，尽管教师确实不应该

把批改作业的事情推给家长，但教师

杂事太多，也属实情。每一项减负事

宜，都对应着一堆繁杂的事务、一群无

奈也无解的教师。也因此，给教师减

负，绝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自律行为，

而是优化教育环境、净化教育生态的

关键性举措。让学校的归学校，让教

师的归教师；让家长的归家长，让学生

的归学生。这样，教师、家长、学生才

能各安其位、各行其是。

眼下，各地既然已经出台了减负

清单，就应该强化落实、监督以及责任

追究，要有时间表、路线图，不能只是

一纸空文。毕竟，教师减负牵动的是

简政放权、改革创新的大课题。这中

间，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要真正认

识到减负的重要性，从根本上把加诸

中小学的各种杂七杂八的事情屏蔽

掉，不要总是给他们安排大量非教学

的事务性工作。此外，也要避免各种

功利性的评比、检查、推销进入校园。

至少相关管理部门要有底气为中小学

设立一张严密的滤网，而不是把学校

看作是一种利益、一个市场。

教师减负，家长减负，学生减负，

这三者其实是一个同频共振的关系，

存在很大的正相关性。一方面，要坚

决杜绝将学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厘

清家校的边界；另一方面，也要全面减

轻教师非教学任务负担，把教师从杂

务中解脱出来。说到底，减负本来就

应该成为教师、家长、学生的共识。只

有这些关系都理顺了，教育教学的生

态才会越来越好，家长、教师、学生的

关系才会越来越正常。

随着国内儿童阅读需求上升，少儿阅读市场逐渐扩大。然而，部

分粗制滥造、内容失格的童书流入市场。如何解决少儿图书中存在

的诸多乱象？有论者呼吁，希望儿童作家们每写下一个字时，请一定

要慎重。相关部门要把好关，对已出版的问题童书进行扫雷整治。

作为家长，要与老师一起培养孩子的阅读免疫力，引导儿童分辨问题

图书。

石向阳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

调 查 中 心 一 项 调 查 显 示 ，

90.9%的受访应届毕业生今年

找工作更追求稳定。从单位

性质看，受访应届生最青睐事

业单位（36.7%），然后是大型

私企（35.3%）和国企（34.2%），

接 下 来 依 次 是 国 家 机 关

（31.0%）、外企（28.4%）、小型

私企（24.7%）等。

（12月18日《广州日报》）

从求职排序可以看出这

届大学毕业生“就业求稳”的

倾向。受疫情影响，毕业生

“求稳”心态加重，“稳”成众多

高校毕业生找工作优先选项。

其实，应届生就业“求稳”

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客观原因。除了外

部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外，我国就业市场

供求关系依然存在结构性矛盾。随着就

业竞争加剧，大学生面临就业难问题。并

且，年轻人这一群体，无论是经济实力还

是抗风险能力都相对较弱。受多重因素

影响，“求稳”心态在毕业生中一直都有市

场，只不过今年因特殊的外部刺激，使之

更为突出。

稳定的工作带来稳定的收入，固然不

错；但有时候，选择“稳定”也可能意味着放

弃了一些自我“升值”的可能。特别是，有

的人为了一时求稳而高才低配，又因“屈

就”、才华无法施展而郁郁不得志，实在令

人唏嘘。

对个人而言，追求可预期的稳定生

活，并没有错。但年轻人正处于人生砥砺

奋进之时，如果过于求稳而自缚手足，不

敢闯出一番天地，人生的履历未免有些平

淡。这个世界上，“只有变化才是永远不

变的”。一味追求安逸稳定，从长远看，其

实也未必稳当。随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不断涌现，职业市场千变万化、职业需

求多种多样。即便拿到了所谓的“金饭

碗”“铁饭碗”，也不意味着“一劳永逸”，也

需要跳出“舒适区”。只有不断提升工作

能力，才能适应新需求、新变化。因此，一

味追求安稳，试图规避有风险的行业，不

如把精力花在自我提升上。唯有成为“硬

核型”的职场人，才有能力应对突如其来

的变化和挑战，才能在人生道路上走得更

有底气、更加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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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教师减负是优化教育环境关键举措

给问题童书扫扫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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