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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优师”成为乡村教育家
日前，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中西

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
划》（以下简称“优师计划”）。从今年
起，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与地方师范
院校采取定向方式，每年为832个脱
贫县（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国家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中西部陆地边
境县（以下统称定向县）中小学校培养
1万名左右师范生，从源头上改善中西
部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队伍质量，
培养造就大批优秀教师。教育部教师
工作司负责人介绍，部属师范大学承
担国家优师专项培养任务，主要面向
定向县培养中学特别是高中教师。

“优师计划”与此前已经实施的公
费师范生计划的不同之处在于“优师计
划”的毕业生毕业之后，要到签约承诺
的生源所在省份定向县中小学任教，而
公费师范生毕业后一般只要求回生源

所在省份中小学任教。“优师计划”具有
更强的定向就业性质，其目的是为教育
资源薄弱的农村地区培养优秀师资。

在公费师范生计划基础上推出
“优师计划”，显示出政府提高乡村教
师质量的决心，但要真正构建高素质
的乡村教师队伍，整体提高乡村教育
质量，还需要通过提高乡村教师待遇、
改善乡村教师的工作环境等举措，来
提高乡村教师职业对优秀人才的吸引
力。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要结合乡村
教育实际，构建能激励乡村教师扎根
乡村学校的教育评价体系。

去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
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提出要加大荣誉表彰和宣传推介力度，
向乡村教师倾斜；坚持拓展职业成长通
道，职称评聘向乡村倾斜，允许乡村学校
按照所教学科评聘职称，“定向评价、定

向使用”；完善绩效工资政策，对乡村小
规模学校、寄宿制学校、民族地区、艰苦
边远地区学校给予适当倾斜。

从现实看，乡村教师流失的情况
依旧比较严重，有的地方把城镇学校
教师“交流”到乡村学校任教；而教师
评中高级职称要有一年以上乡村学校
任教经历，则让部分教师把到乡村学
校任教视为“刷经历”。

当前，对乡村学校、教师的评价，
采取的是和城镇学校、教师差不多的
考核、评价方式。比如，乡村学校也采
取升学教育模式组织教学，用学生的
统测分数考核学校办学、教师教学，在
这种考核评价体系之下，由于乡村学
校办学条件比不上城镇学校，直接导
致乡村学生流失。乡村家长的态度
是：“虽然去城里上学花钱更多，城市
学校每个班的人数多，但孩子成绩会

更好。”而面对学生的流失，一些乡村
教师也没有扎根乡村长期从教的准
备，他们的职业发展规划是，离开乡
村，先进乡镇，再进城，有机会再到发
达地区。要扭转这种流动方向，就必
须提高乡村教师地位，结合乡村教育
实际，构建能凸显乡村教育价值的乡
村教育评价体系。

乡村教师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
他们承担的非教学任务会更重，这是
因为乡村缺人才，教师往往承担更多
的任务，一人身挑数职，这不仅会分
散教师的精力，也会增加教师的职业
倦怠感。教师的本职工作是教书育
人，培养“优师”的目的是让这些教师
提高乡村教育质量，因此，要继续创
造让所有乡村教师都全心投入开展
教学的环境，让每个“优师”成长为乡
村教育家。 （据新华网）

“弱冷车厢”体现
公共服务人性化

夏天坐地铁空调太冷怎么
办？据报道，目前上海、安徽合肥、
四川成都、山东青岛、陕西西安等
地均有地铁线路增设弱冷车厢，同
车不同温，为乘客提供了舒适凉爽
的环境。不少网友评论称，这一举
措“太人性化，非常好”。

夏天多数人都怕热，但室内空
调的温度是不是越低就越好呢？
答案是否定的。不管是商场、超
市，一些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
办公室，还是公交车、地铁车厢，其
设定的空调温度只能说满足了大
多数人的乘凉需求，但并不能满足
所有人的乘凉需求，因为一些儿
童、老年人、孕妇等体弱畏寒的人，
可能会觉得这样的温度太低太冷。

我们应坚持“少数服从多数”
的原则，但是也应本着人性化服
务的理念，也就是在照顾大多数
人需求的同时，也充分顾及到少
数人的需要。地铁公司推出的

“弱冷车厢”，就为解决这一问题
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弱冷车厢”把大部分地铁车
厢设定为强冷车厢，也预留出少
量的车厢，把温度在强冷车厢的
基础上调高一两度，以满足那些
怕冷乘客的需求。

这一小小的改变，充分体现了
公共服务领域的人性化理念，值得
充分肯定。“弱冷车厢”被曝光以
后，网友们在给予点赞的同时，也
提出了期待：目前国内高铁、动车
同样存在夏天空调温度过低，导致
很多旅客觉得冷的问题，所以有网
友希望高铁、动车也借鉴以上城市
地铁的做法，这样旅客购票的时候
就可以自主选择车厢了。

网友的建议和期待，值得全国
各地的地铁公司以及铁路集团公司
好好考虑。夏天人们确实怕热，但
当地铁、高铁、动车车厢内的温度过
低，让一些人身体觉得不适应，乃至
引发疾病，有鉴于此，“弱冷车厢”也
就有了客观存在的必要。尤其是在
这样的人性化服务并不难以实现的
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不重视并推
动问题解决。 （据新华网）

监测发现
国家计算机病

毒应急处理中心近
期通过互联网监测
发现 14 款移动应
用存在隐私不合规
行为，违反《网络安
全法》相关规定，涉
嫌超范围采集个人
隐私信息。

国家计算机病
毒应急处理中心提
醒广大手机用户首
先谨慎下载使用违
法、违规移动应用，
同时打开手机中防
病毒移动应用的

“实时监控”功能，
对手机操作系统进
行主动防御。

（据新华网）

奥运赛场上的“世界语”
站上奥运舞台，运动员常常会将

国旗披在身上，让全世界的目光为自
己的国家停留。除了身披国旗，还可
以“穿戴”国旗。厄瓜多尔举重选手巴
雷拉把“国旗”戴在头上，英国举重选
手坎贝尔则把“国旗”染到头上，乌兹
别克斯坦体操选手丘索维金娜，巧妙
地把“国旗”画在手上。

赛场内外，还有很多运动员，成了
自己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代言人。

尽管已经过去了5年，基里巴斯举
重选手大卫·卡托托参加里约奥运会
的比赛视频依然为人乐道。不管试举
成功与否，卡托托必会献上一段“热
舞”，在欢蹦乱跳、喜感满满的气氛中
从赛场跳到后台。

网友对卡托托不吝赞美：“他很强
壮，把世界人民的心情都举高高了。”
事实上，卡托托就是希望唤起更多人
关注自己的祖国——一个人口仅十余
万的太平洋岛国，因全球气候变化，正

在遭受海平面上升的侵蚀，也许有朝
一日会彻底“沉没”。

本届奥运会上，花样游泳中国组
合黄雪辰、孙文雁，宛若一对水中精
灵，赢得双人自由自选银牌。她们演
绎的，正是取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
《青蛇》。

“升国旗、奏国歌”，是运动员的最
高荣耀。赛出风格、留下风采，也是运
动员展现一国精神风貌的方式。这
些，都是全世界都懂的“世界语”。

“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运动
员还有太多直抵人心的故事和细
节，超越国籍，让人感受到一种朴素
而热烈的力量，同样是奥运赛场上
的“世界语”。

乒乓球男团决赛后，德国队老将
奥恰洛夫发文：于我们而言中国队始
终是无比强大的竞争对手，我们表示
由衷的祝贺与崇高的敬意——这是

“对手”的另一重含义：站在对面一同

向上攀登的另一只手。
日本游泳选手池江璃花子战胜病

魔重返赛场。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
力比赛结束后，中国选手张雨霏与池
江璃花子握手、拥抱，并对她说“明年
亚运会见”——这是英雄之间的惺惺
相惜。

体操女子平衡木，中国“00后小
花”管晨辰夺冠，美国选手拜尔斯也笑
开了花，立刻前来祝贺；另一位美国选
手苏妮莎·李是管晨辰的老朋友，晒出
和管晨辰的合影，配文“我真的很骄
傲”——这是超越胜负的纯真友谊。

本届奥运会上，还有一支特殊的
队伍，29名队员不代表任何国家，只代
表全球8000多万难民。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表示，难民运动员登上东京
奥运会的舞台，是对全世界发出关于
团结、坚韧和希望的有力信息。

奥林匹克“世界语”，生动诠释了
人类是命运共同体。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