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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政要聞

重視農村義務辦學條件重視農村義務辦學條件
提高貧困孩子教育質量提高貧困孩子教育質量

中共十八大以來，黨中

央、國務院高度重視農村

義務教育發展，習近平總

書記多次強調，要大力促

進教育公平，統籌城鄉義

務教育資源均衡配置，提

高貧困地區義務教育水

準。2020 年 12月，全國

政協教科衞體委員會組織

15位全國政協委員完成了

「農村義務教育學校辦學

條件改善情況」黨外委員

專題視察團，奔赴四川省

廣元市和巴中市，深入考

察了兩個市4個縣區6個鄉

鎮的17所學校，在親身感

受農村義務教育學校辦學

條件取得巨大改善的同

時，為進一步促進城鄉義

務教育一體化改革發展與

城鄉義務教育資源均衡配

置，努力辦好優質的農村

義務教育、整體提升義務

教育發展水準建言獻策。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綜合報道

汪洋：以「書香政協」促進「書香社會」建設

扶貧必扶智，治貧先治愚，說的是「斷窮根」的硬
道理，也是農村義務教育發展的大方向。8年

前，習近平總書記在河北省阜平縣考察扶貧開發工作
時說：「義務教育一定要搞好，讓孩子們受到好的教
育，不要讓孩子們輸在起跑線上。古人有『家貧子讀
書』的傳統。把貧困地區孩子培養出來，這才是根本
的扶貧之策。」
國家教育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財政部早於2013年

12月、2019年7月分別印發《關於全面改善貧困地區
薄弱學校基本辦學條件的意見》《關於切實做好義務
教育薄弱環節改善與能力提升工作的意見》，着力扶
持農村地區教育發展，精準發力提高義務教育品質，
不斷促進基本公共教育服務均等化。
通過不斷完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實施鄉村教

師支持計劃和健全貧困學生資助體系等措施，農村義
務教育學校辦學條件不斷改善，師資力量不斷增強，
歷史性地解決了「有學上」的問題，教育公平實現了
新跨越，並正在乘勢而上，向更好地實現人民群眾
「上好學」的願望邁進。

築牢農村教育基石
「農村義務教育學校辦學條件改善情況」黨外委員

專題視察團，到訪廣元市地處四川北部山區，農村學
校佔全市學校總數的86.8%，農村學生佔56.6%。類似
的佔比在位於四川省東北部的巴中市更為「驚
人」——全市現有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23.3萬人，
佔義務教育階段學生總數的79%，農村義務教育學校
佔地面積776萬平方米，佔全市義務教育階段總數的
95%。

築牢農村教育基石，對這兩個城市來說責任尤其重
大，意義尤為深遠。受「5.12」地震影響，廣元市多數
農村學校為震後重建。2012年以來，廣元市先後投入
199.04億元（人民幣，下同），新建農村校舍19.38萬
平方米，改擴建農村學校103.41萬平方米，按標準添
置教學儀器設備，夯實農村學校辦學基礎，穩住了農
村教育「基本盤」。
巴中市在「十三五」期間，累計投入學校建設資金

70億餘元，新（改、擴）建城鄉學校校舍面積160餘
萬平方米，購置教學儀器等設施設備價值6億餘元，累
計化解義務教育學校大班額1650個，學校硬體環境和
設施條件明顯改善。

逐步形成優質資源機制
高度重視、科學謀劃、積極應對換來的是學校面貌

的煥然一新。委員們所到之處，校園規劃合理，功能
分區清楚，錄播教室、實驗室、舞蹈教室、圖書館、
心理輔導室、音樂、體育、美術等功能室齊備。標準
化食堂明廚亮灶、寬敞整潔，學生宿舍窗明几淨，洗
浴設施齊全。保安人員、食堂工人、學生宿管員的配
備讓學校管理水準大大提升，教育資訊化基礎設施逐
步完善，數字教育資源覆蓋面不斷擴大，優質資源共
建共享機制正在逐步形成。
老師和同學們的精神狀態也給委員們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老師們臉上有笑容，孩子們眼裏有光，這讓
我看到了農村義務教育實打實的變化與希望。」
這次視察，顛覆了委員們對農村學校的認識，讓委

員們在自我教育、自我提高中更加堅定了對教育公平
和農村教育發展的信心。大家普遍認為，農村學校辦

學條件的改善得益於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得益於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巨大優越性和中國人民的大
協作精神，也得益於中國特色脫貧攻堅的偉大力量和
義務教育補短板、提品質的強大力度，正是在黨中央
和各級政府的強有力支持下，農村孩子才能在家門口
享受與縣城一樣的優質教育，實現了農村教育資源的
整合和教育水準的整體提升。
正如視察團團長、全國政協教科衞體委員會副主

任、教育部原副部長、中國教育學會會長朱之文所
說：「這次視察是一次很好的學習機會。委員們要持
續關心和關注農村義務教育，不斷深入了解情況和研
究問題，提出好的意見建議，共同推動農村義務教育
學校辦學條件的不斷改善和教育品質的不斷提高。」

堅實保障教師隊伍
百年大計，教育為本；教育大計，教師為本。讓農

村地區、貧困地區的孩子們獲得相對公平、較有品質
的教育，一支穩定、有水準的教師隊伍必不可少。為
了保障每一個鄉村孩子能夠公平地接受有品質的義務
教育，我國先後出台一系列鄉村教師隊伍政策，並在
職稱評聘等方面向鄉村學校傾斜，推動城鎮優秀教師
向鄉村學校流動，同時加強鄉村教師培訓，集中支援
中西部地區鄉村教師校長培訓以及要求各地建立鄉村
教師榮譽制度等政策措施。但由於種種現實原因，鄉
村教師「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困局久久不能
破解。
怎麼吸引更多的好學生做鄉村教師？全國政協考察

團提出，對於定向免費師範生不應該終身制。比如規
定做了免費師範生就要到農村工作6年。這樣的話22

歲畢業，服務期滿時28歲，還沒到成家
立業的時候，回城後一切來得及。但同
時，一定要鼓勵長期扎根。目前，廣元
和巴中鄉村教師的待遇水準基本能達到
或高於當地公務員的收入水準，這很不
容易，但對於能扎根的教師，要有專門
的獎勵制度，待遇上要有所提高、有所
體現，而且要根據年限，梯度性增加收
入和保障，越往後提高得越多。
亦有建議國家能夠從政策和資金上加

大支持力度，在西部多建幾所高水準師
範大學，並實施「公費師範生」政策，
切實增強西部師範院校的吸引力，從源
頭上提升師範生生源品質和培養品質，
為建設高素質專業化的教師隊伍提供堅
實保障。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訊 全國暨地方政協委
員讀書經驗網上交流會1月14日在京舉行。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出席並講話。他
強調，開展讀書活動是委員增長知識水準、加強自
我修養的重要方法，是適應互聯網發展趨勢提高協
商能力和履職水準的創新探索。政協組織和政協委
員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進一步深化認識，把讀書學習作為新時代人民
政協的工作內容和基本功，把握規律，創新方式，
將這項打基礎、利長遠的事情做實、做好，為進一
步培育協商文化、提升專門協商機構效能打下堅實
基礎。
汪洋指出，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自去年4月以

來，委員讀書活動參與面不斷擴大，活動方式不斷豐
富，初步形成以全國政協引領、地方政協共同參與，
線上線下協同推進、讀書履職相結合的良好格局，
「書香政協」建設收到了增長知識、增加智慧、增強
本領的成效。汪洋強調，讀書活動要堅持循序漸進、
久久為功，精心選定讀書主題，發揮「網」的優勢，
下足「導」的功夫，增強「群」的引力，推動讀書活
動持續深入開展。要營造讀書活動互動交流氛圍，在
討論中深化認識、擴大共識，推動委員讀書活動高品

質開展。要推動讀書活
動成果轉化，增強社會
溢出效果，以「書香政
協」促進「書香社會」
建設。要強化正向激勵
機制，鼓勵地方政協繼
續探索創新。要充分尊
重委員參與意願，鼓勵
更多委員參與讀書活
動，促進廣大政協委員
形成「我要讀」的履職
自覺。
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慶

黎宣讀了關於表揚委員
讀書積極分子的決定。
全國政協副主席劉奇葆
介紹了委員讀書活動進展情況。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
書長李斌主持交流會。全國政協副主席馬飆、陳曉
光、楊傳堂、巴特爾、汪永清、蘇輝、辜勝阻、劉新
成、邵鴻、高雲龍出席會議。丁偉、苗圩、常信民、
李智勇、呂忠梅、葛慧君、魏偉、李微微、陽雄緒等9
位代表發言。交流會在全國政協機關設主會場，在浙

江省政協、安徽省政協、湖南省政協、廣東省政協設
分會場。
2020年4月全國政協啟動委員讀書活動以來，開設

47個全國政協委員讀書群和4個地方政協委員讀書群，
來自34個界別的1800餘位全國政協委員登錄全國政協
網上書院參與活動，發言逾12萬人次。

●● 11月月1414日日，，汪洋出席全國暨地方政協汪洋出席全國暨地方政協
委員讀書經驗網上交流會並發表講話委員讀書經驗網上交流會並發表講話。。

●農村學校辦學條件的改善農村學校辦學條件的改善，，得益於中國特得益於中國特
色脫貧攻堅的偉大力量和義務教育補短板色脫貧攻堅的偉大力量和義務教育補短板、、
提品質的強大力度提品質的強大力度。。圖為四川省涼山彝族自圖為四川省涼山彝族自
治州一家小學校舍治州一家小學校舍。。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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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扶持農村地區教育發展，精準發力提高義務教
育品質，不斷促進基本公共教育服務均等化。圖為內
地農村學校師生感謝團體捐助校服合照。 （中新社）

●着力扶持農村地區教育發展，精準發力提高義務教育
品質。圖為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一所學校的學生在學
習鋼琴。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