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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是乡村振兴的基
础。如何破解优质教育城乡不
均衡问题，让乡村孩子“读好
书”，已经成为现阶段教育发展
面 临 的 亟 需 解 决 的 问 题 。 确
实 ， 离 开 乡 村 教 育 优 质 均 衡，
就不是真正的教育现代化，也就
谈不上乡村教育的振兴。现今，
我市采取共建城乡教育联合体，
以破解义务教育“乡村弱”现
象、促进乡村学校办学质量提
升、推动城乡学校共同发展的这
一创新举措，值得点赞！

尽管近年来我们一直加大对
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但相对于
城市义务教育“乡村弱”问题仍
然存在。此次我市城市学校与乡
村薄弱学校结成教育共同体，通
过“制度共建、党建共建、师资
共用、教研共进、师生互访、资
源互享”等模式，将城市优质教
育资源下沉到乡村，激发乡村学
校内生活力，全面推进共建学校
共建共享，以促进乡村学校质量
提升，并力争通过3至5年，形成

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品牌。
这让我们看到了破解义务教育

“乡村弱”的美好明天。
毋庸讳言，城市学校与乡村

学校之间存在的教育差距，似乎
不可逾越，但通过城乡义务教育
联 合 体 ， 让 城 乡 学 校 “ 手 拉
手”，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化信息
技术手段，这既可以共建教学资
源库、开展线上教研、同步实施
学业监测、开展专题讲座等形
式，加强在线交流学习；也可以
通过直播，让乡村学生们同步学
习城市学校优质的教学资源，让
他们能够与城里学生一起上课、
做作业、考试，这不仅能激发和
调动乡村学校学生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也提高了乡村学校的教育
质量。

需要提及的是，组建城乡义
务教育联合体，这不是单向的向
乡村学校“输血”，农村学校的特
色优势也能反哺城市学校。如可
以借助物联网等技术，让城里孩
子感知乡村美景，共同参与户外

课程，以实现校区特色资源双向
融合，互为促进，共同发展。

此次我市共组建72个城乡义
务教育联合体，覆盖 104 所乡村
学校，这也是我市从教育供给侧
发力，科学配置资源，尽可能扩
大优质资源的受益面，来改善乡
村薄弱学校办学质量，让更多的
乡村学校学生共享教育改革发展
成果，实现城乡学校合作共赢，
推进乡村学校跨越发展。当然，
在全面推进共建学校共建共享、
共同发展中，我们还要实行有效
的考核评价机制，以强有力的制
度落地，来落实破解义务教育

“乡村弱”的创新举措，推动城乡
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11月12日，市教体局印

发《关于深化城乡教育联合

体建设促进乡村教育振兴工

作的实施方案》，全市共组建

72个城乡义务教育联合体，

覆盖104所乡村学校。通过

多项共建共享措施，全面促

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助力乡村教育振兴。(《安庆

晚报》11月16日)

共建共享破解义务教育“乡村弱”
潘天庆

教育鸿沟在于优质教育资源
分配的不均。这种不均城市有，
乡村有，尤其城乡间更甚。优质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事实，一方
面加剧了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另
一方面也驱使着人们对优质教育
资源的向往与占有。

在教育资源不能一下子均衡
发展的语境下，为了填补这种事
实上的鸿沟，除了相关部门加大
对劣势学校的投入外，另一个重
要方面就是师资力量的提升。而
后者某种程度上是不断缩少教育
差距的根本抓手与有效手段。基
于这种朴素的认知，就如何进一
步缩小城乡间教育的差距，组建
城乡义务教育联合体，实现城乡
间师资流动，当是当前语境下缩

小城乡间教育差距、填补城乡教
育鸿沟的一种不错的优选方案。

城乡义务教育联合体的组
建，须秉持两个基本点。一是取
经。顾名思义，即处于相对劣势
的乡村学校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派
有一定教学经验或骨干老师，点
对点地进城去相关优势学校进行
教学与管理上的学习，以他人的
长处补自己的短处。进修的老师
不能三心二意，心猿意马，要真
心学，俯下身段，通过学习与观
摩，真正地明了自己的教学短在
哪里，劣在何处，做到心中有数，
有的放矢，尽量地将短处补齐。
另外还要做好与优秀老师的交流，
建立联系网，便于回去后及时就
问题进行交流与探讨。二是送经。

就现实来说，送经相对要难点。
难在何处？难就难在乡村条件相
对艰苦，城里的老师能不能下得
去，呆得长？这是个现实问题。
走马观花，或者蜻蜓点水式的走
一走，看一看，敷衍潦草地指点
一下，就算大功告成，定是不行。
要有真心为乡村教育着想的心，
才能下得去，呆得稳。这方面不
能仅从下乡老师上作要求，相关
部门也要从实际出发，考虑城乡
存在的差距，给予下乡送经的老
师一定的经济补贴，或者其它相
关待遇。对于接受下乡送经老师
的乡村学校，也要想方设法给予
下乡老师力所能及的关照，让那
些送经的老师能呆得下，呆得稳，
安心教学，且能做好传帮带。

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未一平

为期一个半月的保护女职工产假
等权益专项执法行动日前结束。市劳
动保障监察大队等部门共检查用人单
位603家，涉及女职工4845人，发现
未签订劳动合同案件 2 件，涉及 9
人。（《安庆晚报》11月15日）

虽说当下女性的地位早已不是若
干年前所能相提并论的，但“她权益”
的保护现状却并不太乐观。无论是

“用工歧视”“生育权”被践踏，还是遭
遇“家暴”“性骚扰”等问题，权益的失
衡与断裂、种种的辛酸与苦痛，恐怕只
有女人自己才能体会的到。

女性最核心的权益是平等，包括
教育平等、机会平等、实现自我价值的
平等……现代社会里，维护女性权益，
我们并不缺法律，《婚姻法》、《反家庭
暴力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法规不
可谓不全，罚则不可谓不细；也不乏维
权机构，各级妇联组织、反家暴中心等
扮演着“娘家人”伸张正义的角色。可
尽管制度设计很“丰满”，但现实却“骨
感”，“她权益”每每在“最后一公里”就
失灵。说到底，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的老问题没有解决好。

“她权益”看得见、摸得着，要让每
一个女性都有“获得感”和“呵护感”，
直指法律的威严、公权的信用。维护

“她权益”，其实也无须“华丽处方”，根
本的就在于两点：一方面是畅通投诉
机制，真正做到“事事有着落”，这样才
能使女性不再做“沉默的羔羊”，在保
护自身合法权益方面敢于据理力争、
依法维权；另一方面是加大罚则力度，
通过政府职能部门督查、工会组织审
查、行业自律严查等途径，使落实法律
规定成为保护女性合法权益的一种常
态。实践反复证明，有法规的宣传教
化，有严格的惩治手段，有罚出痛感的
罚单，一旦形成了全社会对“她权益”
的敬畏，那么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
权益保护，都会真正“内化于心中，外
化于自觉”。试想，如果不依法保障女
性权益就会被列入企业诚信“黑名
单”，并与银行贷款、老板出境等挂钩，
进而影响其经营行为的方方面面，“老
板”惧于违法成本还敢肆意妄为吗？

保障“她权益”，不仅需要长效机
制的构建，也需要法治力量的彰显，最
需要有一颗真正关爱“半边天”冷暖的
心，更加主动、更加自觉地把“她待遇”
落到细处，以实笃笃的举措体贴女性、
服务女性，这份公共担当需要政府部
门、企事业单位应然作为。

某种意义上讲，“她权益”越丰满，
“她能力”越强大，“她未来”才会越美
好。这不仅需要每个女性大声说出
来，更需要孕育法治信仰认真呵护起
来，切实消除女性权益的“剥夺感”和

“侵害感”。

维护“她权益”

无须“华丽处方”

徐剑锋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