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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貴仁表示，目前，中國
已建立從學前教育到研

究生教育完整的家庭經濟困難
學生資助政策體系，每年資助
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近8,000萬人
次，資助金額980億元，並在
中西部地區啟動了高校家庭經
濟困難新生入學路費資助項
目。此外，中央財政近兩年來
投入350多億元，實施中西部
農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農村
義務教育薄弱學校改造計劃，
農村學校辦學條件顯著改善。

實施中小學教師培訓計劃
優秀教師的短缺是制約農村教育發展的瓶頸。袁貴仁對此表

示，中國有1,205萬中小學和幼兒園教師，其中農村教師佔80%。
為加強農村教師隊伍建設，教育部在部屬師範大學實施師範生免
費教育，已招收6.3萬名學生，畢業生中的92%到中西部中小學任
教。同時實施特崗計劃，招聘30萬名畢業生，其中80%留在當地
從教，給農村教育帶來新的活力。
袁貴仁並表示，要實施義務教育學校教師績效工資制度，向農

村地區傾斜，並實施農村教師周轉宿舍建設，改善農村教師居住
條件。同時實施中小學教師國家級培訓計劃，幫助350萬名農村
教師提升素質。未來教育部將在大力改善農村教師待遇、加強培
養培訓、推動城鄉教師流動。

免學費惠及所有農村學生
談及去年9月實施的「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時，

袁貴仁表示，學生營養改善計劃試點覆蓋中西部699個縣，另有
11個省份在288個縣開展地方試點，直接受益學生達3,000多萬，
這也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大規模的營養干預計劃。教育部將深化細
化食品安全管理，規範從田間到餐桌各個環節、各個供餐主體的
行為；並深化細化資金安全管理，防止虛報、冒領、套取、擠
佔、挪用營養膳食補助資金；同時深化細化學生的營養健康教
育，引導學生養成健康的飲食習慣和生活方式，確保學生身心健
康。
此外，自今年秋季學期開始，中等職業教育免學費政策範圍將

擴大到所有農村學生。袁貴仁指，這是中國政府繼城鄉免費九年
義務教育全面實現之後的又一重大舉措，是中國職業教育發展史
上的一個里程碑，教育部將確保助學資金及時足額發放，並強化
監督管理，確保政策順利實施。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王曉雪、高麗丹）教

育部部長、黨組書記袁貴仁(見圖)13日就社會普遍關注

的教育公平問題與網友在線互動，他透露，去年啟動

的學生營養改善計劃試點直接受益學生達3,000多萬，

這是中國歷史上首次大規模的營養干預計劃。他表

示，教育部將開展義務教育基本均衡縣（市、區）的

評估認定工作，切實縮小校際差距，同時大力改善農

村教師待遇，把農村教師素質和農村教育提高到一個

新水平。

蔡武促日糾錯 恢復兩國文化交流

15場參觀採訪 中外記者親歷京城

縮教育差距 改善農村教師待遇
袁貴仁：營養資助計劃 3000萬學生受益

內地願為港澳文化界提供優惠

京15.3萬套保障房已開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十八大報道組 李茜婷、王添翼）

通透的室內採光、溫馨的傢具佈置、便利的社區環
境，展現在中外記者眼前的正是北京市石景山區一個
保障房項目的樣板間。作為中國民生工程的重要領
域，保障房建設始終是境內外媒體關注的熱點。今
年，北京計劃建設收購16萬套保障房，目前開工15.3
萬套，完成計劃任務的95.6%。逐漸擴大的保障房建
設規模，正在加快解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

「菜單式」傢具廉價租賃
「乾淨整潔的居住環境，低廉的房租以及『菜單式』

的自選租賃傢具，非常適合公租房人群居住。」樣板
間內，歐洲華文電視台的一名記者不住地發出嘖嘖讚
歎。北京市住房保障辦公室常務副主任鄒勁松表示，
住房保障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北京不斷加大住房保障
力度，保障房建設規模不斷擴大，加快解決了中低收
入家庭住房困難。作為保障房種類之一的公租房，北
京市政府亦根據承租家庭收入水平不同，對平均月收
入低於2,400元的家庭給予租金補貼。
「十二五」期間，北京計劃建設、收購各類保障房

100萬套以上。去年，超額完成新開工保障房20萬
套，竣工10萬套的目標。今年北京計劃建設收購保障
房16萬套，竣工7萬套。截至10月底，已累計新開工
15.3萬套，完成計劃任務的95.6%，已基本建成7.7萬
套。

香港文匯報（十

八大報道組 葛沖）

內地與港澳文化交
流日益密切，大量
港澳文化業者近年
亦紛紛北上淘金。
中共十八大代表、
文化部部長蔡武(見

圖)昨日在京表示，
未來內地願意為港
澳文化業界提供所

有能夠提供的優惠條件，在這方面沒有限制，同時
也相信，未來內地與港澳間包括影視製作，廣告印
刷、出版發行，動漫、遊戲在內的各個文化領域的
合作，肯定會有更好的發展，前景將非常廣闊。
昨日下午，蔡武在十八大新聞中心接受包括本報

在內的四家媒體聯合採訪。談及內地與香港文化合
作，他表示，內地與港澳文化領域交流密切，雙方
間簽署的CEPA框架內亦在文化方面有很多互惠安

排，未來希望港澳的文化從業者們能夠充分加以利
用。
蔡武相信，在中共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未來一

段時期仍將是中華文化發展的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
期，仍然是一個最好的發展時期。

提高全民族道德素質
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設

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總體目標、方針原則和重點任
務。蔡武強調，下一步，文化系統將深入學習、認
真貫徹落實十八大精神，努力推動形成全民族文化
創造活力持續迸發、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
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
質和科學文化素質全面提高、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
不斷增強的新局面。
具體到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建設問題，蔡武表

示，未來幾年要在以下四大方面加以努力：一是要
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二是提高全民族道德
素質，在全社會創造一個新的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

段的道德風尚；三是豐富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生活，
推動文化的大發展，大繁榮，為人民群眾提供更多
更好的文化產品和服務，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
文化需求；四是提高中華文化軟實力和競爭力，推
動中華文化走出去，使全世界接觸和了解到真正的
中華文化。

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創新
談及下一步文化改革發展所面臨的難點，蔡武認

為，目前內地文化改革發展還面臨 經營性文化事
業單位轉企改制後的完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仍不
健全，文化產業發展與人民群眾需求有一定差距，
文化人才隊伍與文化發展的要求尚不匹配等問題。
蔡武表示，下一步內地會進一步深化體制機制改

革創新，加快健全覆蓋城鄉、結構合理、功能健
全、實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推動文化產業
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並要加強文化立法，完
善政策保障，推動政府職能進一步轉變，為社會主
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營造良好環境。

■十八大新聞中心組織中外媒體在北京市西城區金融街社區教育學校美術教室內採訪。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王曉雪）十八大代表、來自

廣西壯族自治區平果縣希望小學的校長周標亮對農村教育的變

化感觸頗深。從失學女童到希望小學校長，周標亮本是一個因

家庭貧困而面臨失學的農村女孩兒，得益於希望工程的資助

才完成了學業，對農村貧困學生的讀書困難有 深切體會。

多年過去，讓周標亮高興的是，農村貧困寄宿生的生活補助在

「節節高」，學前教育也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貧困寄宿生的生

活補助從75元逐漸漲到125元、250元、375元，直至今年的一學

期每生500元。以前農村7歲以下小孩和老人不會講普通話，現在

由於學前教育，小朋友都會講普通話了，他們的爺爺奶奶也能講

一口蹩腳的普通話。教學樓、學生宿舍樓和教師住房也都翻修

了，學校有了網絡等信息化設備。」周標亮感慨地說，「我學校

現在的變化就是農村學校的一個縮影。」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馬琳）中共十八大代
表、甘肅省嘉峪關市酒鋼三中語文老師閆桂珍向本報表
示，十八大報告把文化建設納入其中，讓中華文化可以
根植並帶動中國的經濟建設。她回去後第一件計劃要做
的事，是帶 她的高三學生在備戰高考之餘，走進博物
館、絲綢之路，讓學生們多感受民族文化底蘊，培養學
生感知中華文化。
閆桂珍已當了31年教師，她表示，十八大報告明確提

出建設文化強國，而中國有 五千年的文化積澱，在經
濟建設的同時把文化發展起來，中國必將屹立在世界強
國之林。
「今後我將在課堂中更多的滲透中國悠久歷史文化方

面的知識，讓學生多了解中國文化的內涵，認識到中國
是一個有 厚重歷史和文化之根的民族。」閆桂珍說，
「我將繼續盡好身為師長的責任，培養青年人接起建設
國家的接力棒」。

盼建農村教師輪換制度
此外，閆桂珍亦對西部教師的待遇問題提出期許，希

望西部教師的待遇能與東部平衡，以吸引更多人才到西
部任教。而她通過調研，發現農村教師編制不足，很多
教師白天要上課，晚上還要照顧學生。她認為，應該建
立起農村教師輪換制度，以在農村支教兩年為標尺，讓
這個標尺成為教師任職及晉升的考核標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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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王添翼、李

茜婷）11月7日至13日，北京市政府新聞辦與
十八大新聞中心共合作推出15場主題參訪活
動，吸引了200餘家中外媒體近千人次記者的
參加。北京市政府新聞辦主任王惠表示，該活
動不僅展示了北京的管理水平，亦向媒體提供
了詮釋十八大報告的生動實例。
美國公共廣播電台首席記者方家麟(Jocelyn

Ford)向本報記者表示，自己近十年來一直在
報道北京的發展進程，但受限於日常所接觸人
群較窄，觀察範圍往往偏於微觀。是次採訪活
動，所到之處均有高級別負責人的親自接待，
為她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視野，所獲取信息也更
為全面。

有助理解大陸施政特點
台灣聯合報系新聞部政治中心副主任蔣志薇

則表示，自己來大陸前就對北京的政治、經濟
生態非常感興趣。他認為，觀察首都城市的治
理細節，有助於更好地理解大陸的施政特點，
為自己解讀十八大報告提供更豐富的參考系。
王惠表示，他們在設計採訪路線時，充分考

慮了十八大報告重點、北京十年發展亮點和媒
體關注點——內容不僅包括經濟結構調整問題
（首鋼老廠房轉為創意產業園區）、科學技術創
新問題（中關村科技園），更包括了政府職能
轉變、交通擁堵、保障房建設等海外關注的深
度內容。

香港文匯報訊（十八大報道組 葛沖）日本
一意孤行執意「購島」不僅重創中日政治關
係，也殃及兩國多項文化交流。中共十八大代
表、文化部部長蔡武昨日在京表示，中日間一
些原本已策劃好的文化交流活動的調整和停
止，也是中方所不願意看到，中方對此也非常
痛心和遺憾，要改變當前中日關係這種困難的
狀況，需要日本政府採取主動措施，切實承認
錯誤，回到通過和平外交談判解決中日爭端的
正確軌道上來。

中日合則兩利 鬥則兩傷
今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中日官方和民

間原本共同商定要舉行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動，
身為中方委員會協調人的蔡武，年初亦作為特

使訪問日本。「但是非常遺憾，日本右翼勢力
挑起了釣魚島爭端，日本採取了錯誤行動，嚴
重地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傷害了中
國人民的感情，惡化了中日友好氣氛。」
對於中日文化交流的恢復問題，蔡武指

出，解鈴還須繫鈴人，需要日本政府採取主
動措施。蔡武批評，在日本，右翼力量不願
意承認發動過侵略戰爭，不願意承認日本軍
國主義曾經加害於中國和亞洲人民，甚至不
願意放棄所謂的擴張和侵略的老路。他提
醒，儘管這些右翼勢力是極少數的支流，但
中方仍衷心希望兩國有識之士，要看清歷史
發展的大勢，要了解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
努力糾正目前出現的困局。他說，中日合則
兩利，鬥則兩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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