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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资格身高限制”应尊重普遍权利

□房清江

“读了四年大学，入学体检
都过了，临毕业却说教师资格
证有身高限制，那怎么办？”近
日，一名陕西师范大学的免费
师范生遇到了麻烦事，他即将
毕业却因身高限制无法取得教
师资格证，甚至面临违约风险。

（7月3日西部网）
很难理解身高不够高与取

得教师资格有什么必然的矛
盾，特别是随着条件的改善，职

业岗位对身体条件的依赖越来
越低，许多工作在三尺讲坛一
线的教师中不乏低身高者，甚
至是残疾人，只要他们具备良
好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反
倒是自强敬业的励志典型。

身高成为获得教师资格的
限制，毫无疑问可直指资格证
认定体检条件设计的合理性与
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
法》等法律并没有关于身高的
限制，目前，四川、江西、广西这
些地方都取消了教师资格条件
中关于身高、体重的设限。推而
论之，除了特殊职业之外，普通
人通过职业能力教育、具备相

应的技术能力，身体条件都不
能成为获得职业资格的要件，
这是公民普遍权利的要义，应
当得到尊重。

该个案尽管很特殊，却同
样折射出体检限制过多过乱的
乱象。例如，学生就读师范院校
需要体检、申请教师资格认定
也需要体检、获得教师资格证
应聘岗位还是需要体检。去年
媒体报道残疾教师林传华应聘
公办教师，考试总成绩第一仍
被拒引起社会关注，获得教师
资格证的他倒在了入职体检条
件限制之上。同样的都是与教
师职业相关的体检，其规定也

都出于相同的部门，却多有相
互矛盾之处，避免不了诸如“既
然不能应聘教师，又为何给予
教师资格认定”“既然不能认定
教师资格，又为何招为师范生”
之类的追问，呈现出逻辑之悖。

行业内部尚且如此，不同
部门不同地区之间之于体检条
件的设计更是五花八门。近些
年，在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招聘中，因体检涉及个人隐
私以及体检不合格引发争议的
现象屡有发生。

很明显，过多过乱的体检
限制，正在成为权利公平的“绊
脚石”，对公民的职业梦想与自

由选择形成层层障碍。具体到
个案，需要的不只是回应与纠
正，更需要反思。身体条件限制
应当尊重公民的普遍权利，无
论是教育、职业资格认定，还是
就业机会的获取，保障公民权
利平等是前提，基于特殊需要
的特殊设置必须谨慎作出。这
也要求体检条件的设计以及制
定相关规则的权力都受到严格
限制，要改变体检标准政出多
门的局面，实现顶层统一设计，
纳入立法调节，加以有效规范
和约束。

葛一家之言

日前，省委书记刘家义在
讲话中指出，要树立干事创业
的鲜明导向，让有担当有作为
的干部有平台、有空间、有干
头、有盼头、有奔头，让那些庸
懒无为、不敢担当的干部无立
脚之地。济南市这次大规模问
责就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
就是要通过问责破解制度设
计、选人用人、政治生态等方面
的深层次问题。针对庸懒散慢

的问责，不是一阵风、快闪化，
而是常刮风、常态化。

从济南市纪委监察委公开
通报的典型问题中可以看出，
有些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有
些是老问题的“新花样”，根子
都在不担当不作为。比如，个
别区县“黑出租”“黑摩的”非
法运营，一些路段的违章建
筑、临时建筑被用来出租经
营，等等，并没有在萌芽阶段
得到解决，或者解决之后又故
态复萌。这说明问责虽然坚持

“有责必问，问责必严”，但是
不良风气具有复杂性、顽固性
等突出特点，要克服庸懒散慢

的不良风气很难一蹴而就。
改革总会触动利益“奶

酪”，“放管服”改革也不会例
外。在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进
程中，有些干部和工作人员感
觉权力小了、油水少了，不如做
个“老好人”，当个“太平官”。改
革中遇到一些问题是正常的，
也不可怕。只要纪检监察机关
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
合，做到深化改革推进到哪里，
监督的眼睛就盯着哪里，注重
标本兼治，建立起完善的长效
机制，那些“太平官”就没有安
稳位子可坐。

让问责常态化，就是要利

剑高悬、震慑长在。为此需要完
善评价体系，判断行政效能高
不高、政府服务好不好、企业
负担减没减，应该有更科学
的评估方式，让群众的意见
起到更大的作用，让那些和
群众“打太极拳”的干部和工
作人员明白，敷衍群众就是
坑害自己。要避免一些问题
改了又犯，还要加大明察暗
访点名曝光的频率，对重点部
门和窗口单位开展日常督导，
随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对典型问题的一律通报曝
光，处理一个，警醒一批，形成
了有力震慑。担当底线就是问

责红线，那些还在迷茫观望的
干部和工作人员，很快会懂得
什么是“不换思想就换人，不负
责就问责，不担当就挪位，不作
为就撤职”。尽管这次的“问责
风暴”得到了舆论的高度评价，
但是济南市纪委书记程德智有
着很清醒的认识，“打造好的营
商环境，绝不可能靠一次大规
模的问责就管长久，就一劳永
逸”。我们相信，这次问责将成
为济南市优化营商环境的一个
新起点，对被问责单位的问题
整改、制度建设、教育警示等方
面的回访评估将提上日程。问
责并没有结束，仍在进行中。

聚焦济南“问责风暴”③

问责常态化是“利剑高悬”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葛评论员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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