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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水低、条件差，巴西教师世界杯期间罢课不断

你你不不给给我我加加薪薪 我我不不让让你你踢踢球球

本报讯(记者 胡建明) 在沈
阳2：0战胜马其顿队后，中国男足于
19日下午飞抵济南。22日下午4时，
双方将在山东省体育中心进行第二
回合的较量。

趁着别人打世界杯的时候，中
国队18日晚上在沈阳与来访的马
其顿队打了一场热身赛。最终，世
界排名103的中国队战胜了世界
排名80的马其顿队。不幸的是，这
样的胜利不仅没有给中国队带来
太多的褒奖声，反而还遭到了球
迷的种种调侃。

有球迷说：“中国队在这个时候
打热身赛是个阴谋啊，这是要让平
时不看球的伪球迷以为中国队打进
了世界杯啊……”还有球迷干脆拿
世界杯的话题调侃起中国队：“在世
界杯时间，要想看亚洲球队获胜，还
得靠我中国男足。”

球迷的调侃着实让正在集训的
中国队颇感无奈。这个时候，中国队
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训练，期待用
更好的表现重新赢回球迷的心。或
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新帅佩兰
的率领下，中国队19日下午一抵达
济南就投入到了新的训练当中。不
巧的是，就在他们奔赴训练场的路
上，济南下起了倾盆大雨。即便是这
样，训练还是照常进行。

在训练之前，刚刚进入国家队
担任助理教练的李铁接受了记者的
采访。对于这支全新的中国队，李铁
给予充分的肯定。“这段时间，队员
们训练都很刻苦，每一个人都表现
出了不错的精神面貌，我相信大家
会继续努力下去的。”

6月22日下午，济南电视台娱乐
频道将直播中国队同马其顿队这场
赛事，老帅殷铁生担任解说。

佩家军昨日

抵济备战

文/片 本报特派记者
叶嘉利 李志刚
6月19日发自巴西

为了了解巴西大学教育情
况，记者特地来到了里约最好的
大学——— 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
这是巴西国内顶尖的大学之一。
遇到费尔南多，是在他去听讲座
的路上。

费尔南多24岁，今年就要从
哲学系毕业，哲学是里约联邦大
学的重点学科，课业非常繁重。

“每周一到周五，从早8点到晚6点

都在上课，有时候我忙得没有午
饭吃，真的很糟糕。”他说，“别的
院系的学生，有的去外面工作挣
点零钱，有的有大把的时间去做
别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整天
就是学习。”费尔南多还透露，他
的专业，每年都有20%的人没法
毕业，因为学校要求太严格。

里约联邦大学是一所公立
学校，学费全免，但是吃饭、住宿
等花销不菲，“午餐自助15块钱一
顿，学校里的宿舍太破了，简直
不能住，所以大部分学生都选择
在外面租房子住。”费尔南多住

在里约附近的一个小城市，每天
他都要往返两地上学，“我和我
的姐姐一起租房，一个月1500雷
亚尔。她的工资有3000雷亚尔，这
在里约是很高的，但是我没有收
入，现在是父母支持我在学校的
开销。”

今年费尔南多就要毕业，但
是还差领导和导师的签字，“这
段时间学校老师都罢课了，所以
找不到他们，没人给我签字毕
业，我只能等着。”巴西大学生找
工作的难度和中国差不多，“我
有很多同学都毕业工作了，但是

都不是太好，工资在一两千块
钱。现在巴西的就业机会太少
了，虽然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快，
但是我们的社会还有很多问题，
人口太多，各方面环境都不好，
就业很困难。”

中国的高房价对年轻人而
言是个极大的负担，对于巴西人
费尔南多而言同样如此。“巴西
的房价上涨太快了，尤其是世界
杯来了，里约的房价疯涨，随便
一套房子上百万雷亚尔，没有父
母帮忙，我可能要工作十几二十
年后，再想买房的事情。”

买不起住房、找不到工作、拿不到高薪

巴巴西西大大学学生生，，说说多多了了也也是是泪泪

李铁冒雨赶往训练场。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FIFA go home！”嘈杂声从科帕卡巴纳宫延酒店门口传来，这里是里约地标式建筑，也是里约政府接
待各国领导人和大使的地方。世界杯期间，这里的贵宾变成了国际足联的大腕。门口24小时守候的警察，
用全副武装的行头提醒着路人，不要轻易靠近。然而事情也有例外，一群中学教师穿着统一服装，在酒店
门口静坐示威，他们用高音喇叭和歌曲告诉围观的人们，“我们要示威！”

文/片 本报特派记者 叶嘉利 李志刚 6月19日发自巴西

现象
唱死敌国歌恶心政府

“FIFA go home！”高音喇叭
里传出来的声音，吸引着行人围观。
挤开人群一看，几个孩子坐在印满
文字的布条上，大人穿着红色的服
装，嘴里振振有词。布条和横幅上，
用葡萄牙文写着“救救教育，救救孩
子”，原来这些人集会的原因，是不
满里约当下的教育状况。

周围的人群聚集越来越多，
教师开始向人群发传单，在人们
的衣服上贴上支持教师示威罢课
的小纸条。在戒备森严的科帕卡
巴纳宫廷酒店门前进行集会示
威，警察不可能坐视不管。四五十
个穿着防暴服的持枪警察，将示
威者围成一个半开的长方形，但
没有上前阻止，也没有阻止人群
围观。

“游行示威是宪法赋予我们的
权利，他们无权阻止我们。”组织示
威 的 负 责 人 蒂 亚 戈 表 示 ，除 了

“FIFA go home！”的口号之外，他
们接下来又唱起了阿根廷国歌，为
巴西的死敌加油，其用意很明显，就
是要跟政府、跟世界杯作对。

病根
入不敷出难养家糊口

蒂亚戈是一名高中历史教师，
他说里约有将近50%的教师在罢
课，里约政府此前曾宣称仅有1%的
教师参与罢课，这显然是自欺欺人。
蒂亚戈说，他们走上街头示威的主
要目的，是要将自己的工资提高
20%，并且要求改善学校的教育条
件。“里约州公立学校的教师工资，
一般是1080雷亚尔，也就是每月450
美金，里约热内卢的教师每月1300
雷亚尔，差不多是500美金，而要拿
到这些钱，必须每个礼拜上40个小
时的课，这实在是太辛苦了。”
“我们为贫民窟的孩子们上课，但

是孩子太多了，每个班有50个孩子，
我们要求政府增加教师数量。学校
里没有空调，教材也很少，我们只能
用仅有的几本书上课。学校还给孩
子布置课外任务，这些课外作业都
是为了某些公司谋利，对我们的教
学没有益处。”

丽莎是一名公立中学的教师，
她和丈夫都来到这里，她的家里还
有两个孩子，月薪1000雷亚尔的收
入对她来说太低了。记者算了笔账，
1000雷亚尔大约相当于人民币3000
元，但是巴西的物价是中国的两倍
还要高，换言之，巴西公立中学教师
的收入相当于中国1000元还不到，
走上街头抗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未来
办教育不能“撒芝麻盐”

在巴西，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都
是“免费”的，之所以要加上引号，是因
为这是片面的免费。正所谓天下没有
免费的午餐，免费公立小学、中学的
教学质量都是非常差的，教学环境就
是蒂亚戈等人提到的资源匮乏。免费
大学少得可怜，而且特别难考，蒂亚
戈说，“只有10%学习特别刻苦的学生
才能进入免费大学。”

收费学校特指那些私立中小
学，这些学校的孩子往往来自富人
家庭。巴西的贫富差距非常大，稍好
一点的家庭都愿意把孩子送到私立
学校。一所私立学校的费用也不菲，
一个月就要700雷亚尔。

巴西的大学正好和私立中小学
校相反，免费的公立大学数量不多，
但是教育质量非常好，都是巴西国
内顶尖的学校，而收费的私立大学，
相对比较平庸。想要免费上学，要么
学习特别好，要么忍受糟糕的学校。

现在贫民窟的孩子也可享受免费
教育，然而面向全民的免费教育，势必
加重政府负担，最终导致财政对于教
育投资的力度减小，教师对于现状很
难满意。从今年开始，里约州的教师进
行大规模罢课，已经影响到了正常教
学。然而，世界杯期间的罢课游行在巴
西早已习以为常，想要政府注意并采
取积极响应措施，老师还要等下去。

本报特派记者叶嘉利
同费尔南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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