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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 37 个教师节，通过记者
的采访，我们看到了扎根深山、
耕耘在三尺讲台上、把最美好的
年华献给了乡村教育事业的两对

“夫妻档”教师，太湖县寺前镇塔
镇小学的李文、王文娟夫妇与弥
陀镇河口小学的潘铠龙、梅婷夫
妇，以及坚守山村教育 24 年的桐
城市唐湾辅导小学陈菲老师他们
的日常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也
得以一瞥他们在最偏、最远的艰
苦乡村，用情怀抒写担当，用生
命践行使命，如点点烛光，为农
村孩子点亮梦想，为乡村发展注
入力量。他们的所行所为，令人
感动，也促人思考。

毋庸讳言，由于偏远山区乡
村本身资源条件局限，加之城镇
化推进、人口流动、城乡教育质
量差距等多重因素的作用，农村
小规模学校大多面临着学生少、
师资弱、教学硬件老旧、内涵发
展薄弱等共性难题，但只要还有
乡村人口的存在，乡村教育就会
存在，只要能留住优秀乡村教

师，乡村孩子、乡村教育乃至乡
村就有希望。确实，他们是春
泥，成为滋润乡村教育的沃土；
他们用坚守、用爱心和智慧让阻
断贫困代际传递有了可能，为乡
村教育注入了向上的力量。他们
是洒落在城市边缘最勤劳的园
丁，是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最后的
拓荒人，也是他们撑起了乡村教
育的一片蓝天。

他们的坚守，得益于近年来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和教
师队伍建设。从出台一系列法律
法规、政策文件，到实施“特岗
计划”“公费师范生计划”“乡村
教师支持计划”等专项计划；从
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到统一
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
他们的培训交流机会越来越多、
职称评聘向乡村学校教师倾斜力
度也越来越大。这系列务实举措
有力保障了乡村教师安心从教、
舒心从教，不断推动教师成为让
人羡慕的职业。但在那些地处偏
远、信息闭塞、条件艰苦的乡

村，他们仍然要面对一些现实困
难。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乡村教师队伍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因此，要发展农村基础教育
事业，巩固和提高教学质量，必
须在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和改善工
作环境方面持续下功夫。这包括
拓宽乡村教师来源，畅通高校毕
业生、城镇教师到乡村学校任教
的通道，逐步形成越往基层、越
是艰苦，地位待遇越高的激励机
制。还要着眼于改善和提高他们
的生活条件，关心他们的身心健
康，进一步以实际行动温暖乡村
教师，让他们有意愿有信心，也
有能力撑起乡村教育的一片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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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乡村教师撑起乡村教育蓝天
潘天庆

乡村教师扎根山区学校，全身
心投入乡村教育，再苦再累也甘之
如饴。在乡村教育岗位上，与这两
对年轻的“夫妻档”一样的乡村教
师有很多，他们都常年默默坚守在
乡村教育一线，把青春乃至一生都
奉献给了乡村教育事业。乡村教师
是播撒知识的园丁，点燃山村孩子
希望的“明灯”。如果没有这些乡
村教师的执着坚守，不但直接影响
农村孩子读书，甚至会导致一些农
村孩子辍学。

对于农村孩子个体而言，通过
读书增长知识，启迪思维，开阔
视野，不仅是对抗贫穷的最好武
器，也是改变处境的最好途径。
如果不能通过读书汲取知识，不

仅失去知识改变处境的可能，就
是在家种地，或是外出打工，也会

“技不如人”。
农村教育的目的，不仅仅在于

培养多少大学生，更在于让每一个
农村孩子接受教育，汲取知识，使
他们走入社会，无论从事何种职
业，都有继续学习的能力。如果失
去接受教育的机会，便过早切断了
知识营养的“供给”，这些孩子的
未来将会在贫穷中延续“世袭”，
而教育恰是阻断“世袭”的跳板。

农村教育是教育公平之基，农
村教师是农村教育之基。对农村、
尤其是农村边远地区教育而言，教
师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我国农村教
育，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

大成就，与千千万万个乡村教师的
坚守和奉献密不可分。然而，必须
要看到，乡村教师条件艰苦，我们
感动乡村教师坚守教育的奉献精
神，更应将感动化为提高乡村教育
教学条件、教师福利待遇、均衡城
乡教育资源的行动，让乡村教师有
更多看得见、摸得着的“获得
感”，促使更多人投身乡村教育事
业。这是对乡村教师的最好回报，
也是反哺农村教育的公共责任。这
需要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在政策上
给予倾斜，着力解决乡村教师面临
的现实问题，让乡村教育质量不断
提高，乡村学校的读书声一直延续
下去，每一个孩子都沐浴在教育公
平的阳光下健康成长。

让乡村教师有更多“获得感”
孙维国

9月10日下午，望江县漳湖
镇安全办联合华阳中队、派出
所、公路站等部门对漳湖中学和
漳湖中心学校的校车安全进行突
击检查，并对超载等违规行为采
取扣分罚款的处罚措施，切实保
障学生安全上、下学。（《安庆晚
报》9月13日）

如何保障校车安全？这是一
个老问题，但却要警钟长鸣，时
刻绷紧校车安全这根弦。首先，
在法律层面保证校车安全。即在
法律上明确校车地位，校车应不
同于普通车辆，将校车“待遇”
提升到与警车、消防车和救护车
等特种车辆同等地位，让校车具
有天然的心理震慑力，使人们对
校车产生敬畏。其次，在制度层
面保证校车安全。校车购置需要
资金，这就需要真正将“再穷不
能穷教育”这句话落到实处。对
此，政府在校车投入上的公共责
任不可或缺，只有政府切实尽
责，用制度保证教育投入的持续
性，才能使校车投入得到充分保
障。只有正规校车满足学生乘车
需求，“黑校车”才会彻底失去市
场。再有，在驾驶人员上保证校
车安全。再坚固的校车，也要靠
人去操作，校车驾驶人员的素质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校车安全系
数的高与低。所以，必须对校车
驾驶人员采取严格的准入制度，
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并在驾
驶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上给予
保障。

上 述 措 施 ， 有 些 已 经 实
行，有些还未落到实处。校车安
全，人命关天。保障校车安全就
是保障生命安全。未雨绸缪，才
能防患于未然。对于校车安全，处
理事故责任人，开 展 安 全 大 检
查，是必须之举，但难以解决根
本问题，必须从法律和制度层
面，以及教育投入、城乡教育资
源配置、校车设计、驾驶员资质
认定等多方面综合发力。这就需
要政府、社会、学校和家庭同心
合力，时时刻刻紧绷安全这根
弦，时时刻刻将孩子安全放在心
中，时时刻刻不忘记肩负的责
任，带着责任，带着良心，才能
铸就校车安全 的 铜 墙 铁 壁 ， 让
校 车 安 全 地 行 驶 。千言万语一
句话，保障校车安全，整治“黑
校车”，既要治标，更要治本，
标本兼治才能让校车安全真正
落地。

保障校车安全

需要同心合力

孙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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