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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三农评论，敬请关注农民日
报社评论部微信公众号：重农评。

据媒体近日报道，在礼品销售过程中，一些商家过度注重商
品的“金玉其外”，但是过度包装不但变相地增加了消费者的购买
成本，还产生了大量本可避免的垃圾，增加了垃圾处理的成本，造
成资源浪费。为推进生活垃圾分类从源头上减量，广东省广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限制月饼过度包装的专项整治活动，给月
饼包装做“减法”，回归“自然”。

这正是：
明月照人吃月饼，一层一层拆不停。
过度包装做“减法”，提高质量显美名。

文 @十八刀

进城补课不是农村教育焦虑的重点
□□ 柯利刚

如何让乡村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 熊丙奇

大力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当前确实需要推进乡村教师
待遇倍增计划。需要改革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强化省
级财政统筹，并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这也是下一
步推进义务教育省域内均衡，发展更加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的必然选择。时

三
评
农

绘图绘图：：朱慧卿朱慧卿

﹃
留
守
﹄
不
是
分
析
问
题
的
万
能
标
签

□
□

巩
淑
云

第35个教师节到来了。近日，教育部就
教师队伍建设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据介
绍，近年来，国家加大财政投入，将教师队伍
建设作为教育投入重点予以优先保障。

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连续
7 年保持在 4%以上。其中，教师工资福利
支出占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已连续多年超
过50%。教师工资由上世纪80年代之前在
国民经济各行业排倒数后三位，提升到目
前在全国19大行业排名第7位。

怎么得到排名第7的？依据是什么？
最大的依据是教育部公布的数据。在

去年 8 月 31 日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
育部教师工作司巡视员刘建同介绍，2017
年和2012年相比，整个教育行业工资收入
增幅是 74%，其中公办中小学在岗人员
2017年平均工资（税前）大概是8.2万元。

记得当时，对于这一平均工资水平，就
有很多教师感慨自己是“被平均”，不发达地
区和发达地区教师的待遇一平均，农村地区
教师和城市教师一平均，就都“觉得”教师有
钱了。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
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7》
显示，我国乡镇教师、乡村教师的月收入已
经在逐渐提高，2016年分别达到3965元和
3550元。注意，3965元，是已经逐渐提高的
结果，也是平均数。这意味着乡镇教师的平
均月收入要比全国平均水平至少低2000元
左右，而乡村教师收入的低位数，就更比全

国平均工资水平低得多了。
另一组调查数据，可以进一步说明乡

村教师的收入情况，很不乐观。根据北京
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的调查，
2017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月起薪的算术平均
值为 4812 元，中位数是 4000 元。按照专
科、本科、硕士、博士分别赋予43%、47%、8%
和2%的权重计算，高校毕业生月起薪的加
权算数平均值为4537元。

也就是说，我国乡镇教师的月收入，还
没有达到高校毕业生的起薪水平。这样的
收入水平怎么能吸引优秀人才到乡村任教
呢？因此，提高乡村教师待遇，第一步，起
码要向高校毕业生平均起薪靠拢，接下来，
则需要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是一个什么概念
呢？这就是近年来全国两会上，一些代表、
委员提到的“乡村教师待遇倍增计划”。如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
长庞丽娟多次建议国家实施乡村教师收入
倍增计划，为乡村吸引、留下优质教师，从
根本上解决乡村教师队伍稳定与吸引力的

问题，服务乡村振兴。而在2015年的两会
上，政协委员葛剑雄提出，农村教师的待遇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不是给农村教师一点
津贴就够了，而应该成倍地提高他们的工
资待遇，要让农村教师成为一个让人羡慕
的职业，这样大学毕业生才可能抢着去农
村当老师。

按照全国一线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和
乡村教师的平均收入水平，代表、委员的建
言是靠谱的，只需让乡村教师收入达到全
国平均水平，再略微倾斜即可。

毋庸置疑，我国特别重视乡村教师队
伍建设，正在花大力气补上乡村师资短缺
这块短板。但是，由于乡村教师待遇基数
低，增幅很大的待遇提高，其实并不高。比
如，根据 2017 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
2016年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实
施情况的通报》，截至 2016 年底，共有 684
个县已实施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惠及8.1万
所学校的129.5万名教师，学校和乡村教师
的覆盖率分别为98%和96%，比2015年分别
提高2%和4%。2016年，各地共投入乡村教

师生活补助资金44.3亿元，比上年增加9.9
亿元，增幅28.8%。中央核拨奖补资金29.8
亿元，比上年增加7亿元。人均补助标准为
284 元，比 2015 年增加 22 元。这样的补助
标准，对于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来说，只是

“一点点”，难以构成吸引力。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深化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明确提
出大力振兴教师教育，不断提升教师专业
素质能力，不断提高地位待遇，真正让教师
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针对乡村教师，意
见特别提到，大力提升乡村教师待遇。深
入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关心乡村教师
生活。认真落实艰苦边远地区津贴等政
策，全面落实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乡村教师
生活补助政策，依据学校艰苦边远程度实
行差别化补助，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提高补
助标准，努力惠及更多乡村教师。

大力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当前确实需
要推进乡村教师待遇倍增计划。当然，落
实这一计划，仅靠地方财政是很难的。尤
其是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教师待遇部分）主
要还由县级财政保障，要让县级财政拿出
一倍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来解决教师的
待遇问题，是不太现实的。这就需要改革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强化省级财政统
筹，并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这也
是下一步推进义务教育省域内均衡，发展
更加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必然选择。

刚刚结束的这个暑期，部分农村孩子
的“第三学期”相当繁忙，村里的到镇里，
镇里的去区里，区里的赶到城里补课。一
个暑假下来，进城补课给部分农村家庭带
来不小的压力和负担。

有一种观点以为，农村娃进城补课，
是教育焦虑蔓延到农村的表现。这种观
点，其实包含了两个主要的侧面：第一，城
里娃补课过多，导致教育焦虑；第二，农村
娃进城补课，是教育焦虑“下沉”的表现。
对这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城里的教育焦虑有过度渲染之
嫌。城里的教育焦虑，肯定是有的，很多
的孩子，不是在补课，就是在去补课的路
上，也基本上是事实。但并非所有的补课
都是负担，诸如美术、音乐、体育等兴趣课
程，其实都是很“好玩”的。有人说现在的
孩子，没有玩乐的时间，其实不完全对，而
只是玩乐的对象和方式，在今天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过去的玩乐，以田野为载体；

今天的玩乐，以课堂为载体。
换一个角度，如果城里的孩子不学习

一些课程，那这个时间会用来做什么呢？
多半的孩子会捧着手机玩游戏。玩游戏
和补课之间，我相信，天下家长的选择都
是一样的。另外，补课是一个过程，有过
程就有结果。有一个客观结果，我们不得
不承认，那就是这一届在补课中成长起来
的孩子，他们的综合实力远远领先于他们
同龄的祖辈和父辈。站在文明发展的角
度，这到底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还是
一个令人焦虑的结果呢？

其次，进城补课有以偏概全之嫌。笔
者相信，村里娃进城补课的现象，肯定是
有的，中国这么大，基本上什么现象都有，
但这是普遍现象吗？据新闻报道，去城里
补课的村里娃，要么城里有亲戚可以投
靠，要么本身就住在城郊村，所以有去城
里补课的条件。客观说来，有这种条件的
家庭和村庄少之又少，多数村里娃其实并
不具备进城补课的条件。笔者相信，较之
于中国几千万的留守、流动儿童，这些进
城补课的村里娃，少到都不好意思说他们
已经形成了一个群体。

此外，焦虑“下沉”有概念偷换之嫌。
农村家长把孩子送到城里补课，原因是什

么？有人先入为主地以为这是教育焦虑，
而事实上，一些农村家长，是因为重视教
育，才把孩子送到城里补课的。重视和焦
虑，虽然可以促成进城补课这个共同的结
果，但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焦虑
的家长主要看到，如果不这么做都有哪些
坏处；重视的家长主要看到，如果这么做
都有哪些好处。因为焦虑而选择补课，只
会给自己和孩子增加无形的压力；因为重
视而选择补课，则会给自己和孩子增添无
穷的动力。

笔者本科、硕士、博士都在师范大学
就读，身边的同学、朋友多半在教育系统
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与交流，深知“教
育焦虑”是一个被过度放大和渲染的词
汇。笔者也是从农村一步一个脚印走到
城市里来的，现在也仍然有很多发小、朋
友生活在乡镇，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有
机会去城里补课，新鲜和激动都来不及
呢，哪有时间焦虑？

农村娃进城补课，这么做的人很少，
知道这种做法的人也不多，大量效仿以至
形成潮流，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小概率
事件。所以，这件事情，绝对谈不上是农
村的教育焦虑。这么说，并不是想否定教
育焦虑这个词汇。教育焦虑，是客观存在

的，不但城市有，农村也有。只不过农村
教育真正的焦虑，并不是农村娃进城补
课，而是农村娃进城读书，是城乡之间巨
大的教育鸿沟。

今年的这个暑假，老家几个发小忙得
够呛。为啥？因为在县城买了房。为啥
买房？因为“自己可以到村里上班，但孩
子必须到城里上学”。这不仅仅是笔者几
个发小的认识，更是千千万万中国农村家
长的认识。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才使得
县域教育呈现出“城挤、乡空、村弱”的格
局，这也是乡村学校“人走楼空”的原因，
同时还是县城学校“大班额”问题的根源
所在。在农村上学，难以保证教学质量；
在县城上学，班级实在过于膨胀。这才是
农村家长学生面临的最真实、最主要的教
育焦虑。

所以说，农村娃进城补课，不必过度
焦虑，如果真要焦虑，就焦虑一下农村娃
进城读书这件事。鲁迅说：世上本没有
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笔者以为：
很多难题本难以破解，焦虑的人多了，也
就有了破解之道。为什么呢？因为适当
的焦虑有利于催人奋发。站在这个角度，
笔者倒是乐意看到，能有更多的人，为农
村教育面临的真实问题焦虑焦虑。

近日，云南省丽江市纪委监委通报曝光 5 起扶贫
领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典型案例，其中一起是永胜
县程海镇兴仁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金成平
均分配农村危房补助资金问题，不论危房等级、损坏
程度，一律搞平均主义。把党和国家扶贫政策的真经

“念歪”了，王金成也因此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扶贫领域出现搞平均主义的现象，反映出少数一些

扶贫干部在工作能力、责任担当上还存在不少的问题。
不可否认，少数群众确实存在平均主义的错误思想，会给
政策落地造成一些阻力，但党员干部不能依着平均主义
的思想来办事。一些扶贫干部能力不足，不但不能将扶
贫政策向群众讲深说透，其行为反而被一些错误的思想
牵着走，最终导致政策跑偏了、真经“念歪”了。

出现上述问题，源于少数扶贫干部“多一事不如少一
事”的心态在作怪。在扶贫政策落实、资金分配问题上，
本应该坚持工作原则、把握政策方向，而有的干部懒得干
事、不愿操心，怎么简单怎么行、如何方便如何干；有的干
部想当然，把扶贫工作简单化、机械化，扶贫对象“排排
坐”，扶贫资源“分果果”；还有的干部认为分配权在自己
手上，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对政策要求、群众利益全然不
顾。凡此种种扶贫领域形式主义问题，既没有让扶贫政
策发挥应有的效果，更会导致贫困群众对扶贫工作产生
质疑。

打赢脱贫攻坚战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和国家长治久
安，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扶贫政策需要广大党员
干部尤其是基层扶贫干部多花时间琢磨、多费心思讲解、
多下功夫落实。把政策精准落实到每个扶贫对象身上，
有的放矢，才能成其事、收其效。

扶贫切莫
“排排坐、分果果”

□□ 王度阡

连日来，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金河镇
紫原村党支部书记杨宝义逢人就夸：“今年
黄桃丰收了，一时找不到销售门路，眼看黄
桃就烂在地里了，多亏扶贫干部帮忙，3天
时间就销售了5000多斤黄桃。”

据介绍，紫原村由市政府采购中心驻
村第一书记豆友谊和金台区人大常委会办
公室驻村帮扶工作队包扶。今年，帮扶村
的黄桃滞销，如果黄桃成熟后卖不出去，就
会给群众脱贫增收带来损失，挫伤群众积
极性。豆友谊和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以及
镇村干部坐不住了，依靠亲朋好友，纷纷当
代言，用手机发微信、朋友圈、QQ群，结果
仅用 3 天时间，就为紫原村销售黄桃 5000
多斤。扶贫干部和群众的心里像吃了黄桃
一样甜。

近年来，类似的新闻时有所闻，在我们
为贫困农村群众的农产品终于有了销路，
农村群众增收有望而高兴的时候，我们也
为当地的群众捏一把汗，为他们担忧，农产
品一年一熟，今年靠干部帮忙销售，明年怎
么办？即使明年扶贫干部继续帮助销售，
那后年又怎么办？干部有他们自己的工
作，他们本身也很忙，他们不可能放下手头
工作，年年都来帮群众销售农产品，如果没
有干部的帮忙销售，农产品销售还会这么
顺利吗？

农产品出现滞销，是市场经济中比较
常见的现象。要避免农产品出现滞销的情
况，帮扶干部在产品成熟后帮他们销售，当
然是可以的，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帮
扶干部更应该做的是帮助农户做好农产品
的品类选择以及提质增收。从媒体报道的
情况来看，农产品滞销最大原因就是各地
一哄而上的发展方式，市场容量没有显著
增加，但供给突然大幅度增加，滞销在所难
免。其次就是品质不高，在市场竞争中缺
乏竞争力，自然滞销。

农产品滞销，帮扶干部挺身而出，帮助
农村群众销售农产品，这种完全包办的做
法，其实是有利有弊的。事事干部代劳，农
村群众就难以了解市场、熟悉市场，自然难
以在市场中“游泳”。干部在帮助农民销售
农产品的同时，更应该做好“传帮带”，教会
农村群众“闯市场”。农村群众自己去了解
市场信息和行情，才知道什么样的产品是
市场欢迎的，这样他们才会合理地选择品
种、提高品质，让农产品在市场畅销。

农产品销售遇到困难，干部提供帮助，
甚至帮他们销售未尝不可，但销售的目的
不是让群众产生“靠干部”的依赖思想，而
是要让群众逐渐了解市场、掌握市场，最终
学会适应市场，这样农产品销售难题才能
得到更好、更长远的解决。

农产品销售“靠干部”非长久之计
□□ 江文

近日，有媒体报道了一篇关于“留
守一代进入大学后”的调查报告。调
查对象是“留守大学生”，调查内容包
含学习成绩、能力发展、自我概念三个
方面。调查结果发出后引起诸多讨
论，微博上对“农村留守大学生”话题
的阅读量达2500多万。

笔者同意调查者关注留守大学生
并呼吁教育公平的立场，承认这一调

查研究的价值，并无意对调查结果进行评价。但笔者想从
“留守大学生”这个称呼入手，思考“留守”是否已经成了分
析农村青年儿童问题的万能标签，以及“留守”的负面效应
被放大的陷阱。

万能的“留守”有先入为主给农村青年儿童贴标签的
趋势。农村留守问题当然值得研究，但一些人在研究问题
时，往往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夸大处理。表现之一是，对一
些人来说，短暂的留守经历可能并没有带来很大伤害，但
很多过分悲悯的人高高在上地将其视为一种创伤体验。
其次，“留守”可以和大学生结合，那么留守也可以和非大
学生等任何有过留守经历的人进行结合。这样，“留守”成
了一个万能的标签，一旦贴上，被贴的群体便成为一个“特
殊对象”而被过分强调，从而强化了留守的经历和负面影
响。再者，“留守”已然成为了一种刻板印象。心理学上有
种现象叫“晕轮效应”，也即光环效应，本质是认知上以偏
概全的偏误，指认知者对某人的一些特征形成一种印象
后，便倾向于据此推论该人其他方面的特征。对有留守经
历的人，人们大致会有两种极端印象——他们要么是孤
僻、不善与人合作的问题少年，要么是独立、乐观等积极向
上的人。并且在判断他们时，会先入为主对其进行极端化
想象，而且往往先有第一种判断，并抱着同情和悲悯的心
态去看他们。如果对方没有符合预期，便立马将其视为第
二种人，将其视为普通人反而成了一种困难。其实，有过
留守经历的人是多样的，留守儿童也并非全然等同于弱
者，不必用来满足一些人的优越感和道德感，在关注他们
的时候不能将他们视为铁板一块而忽视了他们的其他经
历和身份。

不认同留守的身份和角色不是问题。在调查中，有个
判断是留守大学生“角色认同有困难”，即“相当一部分留
守大学生还难以接受自己的留守儿童身份”“他们还存在
着角色认同的困难，农村留守经历带给留守儿童的创伤和
阴影并没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成功获取了大学受教育机会
而自动消失或被抚平”。笔者就此产生强烈的疑问：为何
一定要认同曾经留守儿童的身份和角色？为何不认同成
了一个问题？有个常见的心理现象叫“心理暗示”，指人的
心理会受他人或自己的观念、判断、态度等影响，甚至能让
人按暗示的方向来实现自己，从而使自己某一方面的特质
变得非常突出。据此，将留守经历引导为一种创伤和阴影
是负面的心理暗示。首先，留守经历并不是农村青少年的
全部经历，其成长过程中有多种可能，与父母的分离确实
能给他们带来影响，但是不能暗示他们将曾经的留守作为
一生的伤痛。其次，留守中与祖辈的隔代陪伴等是有温情
的，如果一味进行负面暗示，忽视了隔代照料中“留守老
人”的贡献，也会造成他们将自己的成长经历视为创伤的
转化，从而使留守的负面作用被放大为青少年成长的决定性因素。所以，认同本
身不是关键，造成留守的原因才是。

对留守的过分强调放大了原生家庭对青少年成长的作用。近几年出现了一
些表现原生家庭决定一个人成长的现象级电视剧，甚至将原生家庭作为其成长
的“原罪”。这种文化生产迎合和助推了当代人对“拼爹时代”阶层固化的焦虑和
恐慌，对留守经历的强调也是此类文化的表现。不可否认，阶层间自下而上的流
动在当下变得艰难，但对留守的过分强调将这一困境的社会根源转移到个体家
庭上，即留守青少年的父母身上，从而弱化了个体的能动性，强化了父母的愧疚
感和青少年被亏欠的心理，加深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矛盾，因而无法在情绪发泄
和代际矛盾中对其背后的社会根源，即资源分配不公进行更深入地反思和批判。

留守问题值得关注，但是对留守的关注不能简单地为有留守经历的人贴标
签、强化留守在他们心理上造成的负面影响。对留守问题的反思要更深入地挖
掘社会资源的分配问题，不应加深留守少年儿童原生家庭的内部矛盾。

各位读者，本版长期面向社会征稿，欢迎各界人士
针对三农时事热点踊跃来稿来论，稿件请勿一稿多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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