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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潍坊日报》报道，潍坊全面
开展工业燃煤扬尘机动车排气污
染治理，打响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四大战役”。
——— 年初中国北方遭雾霾围

城令人心有余悸，今冬雾霾是否会卷
土重来令人忧心忡忡。改善空气质量
是每个人的理想追求，这样的战役虽
然难打，但必须下决心打赢。

据《临沂日报》报道，临沂市城
市管理局河东分局对辖区范围内
的校园周边环境开展了为期1个月
的集中检查整治，为新学期营造一
个良好的环境。

——— 校园是培养人才的殿堂，
但它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它不是世外
桃源。为了营造文明、健康、和谐的教
书育人环境，古有孟母三迁，择邻而
居；今有城管执法，清查校外。

据《菏泽日报》报道，菏泽市把
平原水库建设作为彻底解决饮水安
全问题和头号民生工程来抓，计划新
建13座平原水库，确保2015年底前，让
全市960万人民喝上放心水。

——— 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
先。饮水安全问题是最大的民生问
题。菏泽市这个头号民生工程干到
了老百姓的心坎上。

据《日照日报》报道，日照市政
府与各区县政府签订2013年耕地保
护目标责任书，确保实现连续18年
耕地面积不减少。

——— 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
本。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不
仅是保护农民的“命根子”，也是保
障13亿人民的“铁饭碗”。

“直面问题”给农村教育更多希望

农民不仅需要富裕，还需要娱乐

城事速览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葛齐鲁视点

张跃峰

28日，是聊城市东昌府区郑
家镇第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开幕
的日子，让组织者始料未及的是当
天竟然有数万名十里八乡的群众赶
到了比赛现场，而且是自发的。（详
见本报A14版）

究其原因，现场一些群众的
说法或许能让我们管中窥豹：“农
村不比城里，平时除了在家里看
看电视外，难得遇到这样一个热闹
的场合。”按照这些群众的说法，在
农村平时很少能看到一些文体娱乐
活动，因此哪怕暂时放下手里的农

活，也要来赶这个“热闹”。
在当前农村经济不断发展的

前提下，富裕起来的农民群众腰
包渐鼓，可富裕不光是物质层面
的，还有精神层面的需求。这次运
动会的火爆受捧，表现出农民群
众对文体娱乐生活的热烈渴求，
表明关注这一问题已经到了刻不
容缓的地步。

虽然，眼下也有各种送电影
下乡、送戏曲下乡等活动深入农
村，但还是远不能满足农民群众
的需求。这需要有关部门进一步
加大力度，在丰富送文体活动下
乡形式的同时，加快新农村文化、

体育建设的步伐。
群众的渴求表明，眼下在不

少地方，农村文体活动开展远远
落后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这
就需要改变以往抓文化工作是只
投入不产出的错误认识，多关注
农村文化大院建设，多组织一些
有影响的大型群众文化活动。与
此同时，还可以通过建立一套完
善的制度进行规范，来解决基层
特别是乡镇、村文化工作队伍力
量薄弱的情况，通过经常性的基
层文化体育活动来带动群众文化
活动的蓬勃开展。

从以往的经验不难看出，农

村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得到发展之
后，对于繁荣农村文化体育产业，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促进乡村文明
的建设、增进社会和谐；提高村民的
健康水平和文化素质，促进农民的
自我发展都有着积极作用。

希望有关部门能将更多的公
共文化服务向农村倾斜，让农民
群众享受到像城里人一样的文化
生活。假如农民群众的文化体育
娱乐活动得到了极大丰富，日常
生活中农民群众可以选择的内容
多了，相信也就不会出现乡镇运
动会竟能吸引数万名观众的现象
了。 (作者为本报聊城站记者)

28日上午，山东省人大教科
文卫委员会听取了省政府有关部
门关于贯彻实施义务教育法工作
情况的汇报。省审计厅将去年开
展的专项审计调查情况作了汇
报，调查显示，优质师资不断从乡
镇及以下农村中小学向县城学校
流动，形成新的教育资源失衡。

（详见本报A06版）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很多寒

门子弟正是通过接受教育获得了
改变命运的机会，教育资源的合

理配置对于社会公平起到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省审计厅开展专项
审计调查，在向省人大汇报的过
程中直面问题、揭露原因，为我省
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信
息，尤其给了农村孩子更多的希
望。

在各项教育资源里面，师资
的合理配置尤为重要，推动教育
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教师是关键。
一所“名师如云”的学校，会吸引
来大量的优质生源；而优质师资
的大量流失，则会造成生源数量
和质量的降低，资金投入等随之
减少，形成恶性循环。从审计厅调
查的情况来看，与2006年相比，县
城中小学拥有中学一级和小学高

级 以 上 职 称 的 人 数 增 长 了
41 . 72%，而在乡镇及以下农村中
小 学 ，这 一 数 字 反 而 减 少 了
25 . 19%。优质师资的缺乏，导致农
村中小学的过度过快撤并，加大
了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

审计厅的调查还揭露了城乡
师资失衡的原因，给问题的解决
提供了思路。一方面，部分县将资
金集中分配到县城学校，在问题
较为严重的11个县，投给农村学
生 的 生 均 资 金 仅 是 县 城 的
24 . 33%，造成教学条件的巨大差
距。另一方面，现行的职称评定标
准、绩效工资分配等，没有体现出
对乡村教师的倾斜，很多县还从
乡镇大量选调优秀教师到县城工

作，加剧了师资分配的不公平。不
少农村学校出现了“既超编又缺
人”的尴尬局面，留下的教师年龄偏
大、学历偏低，英语、计算机等紧缺
学科的教师因为超编无法补充。

作为教育大省，教育资源的
公平与否影响到我省的长期发
展，给农村孩子提供更好的学习
条件，配备更多的优秀教师，也是
广大农村老百姓的期待。今年4月
份，我省在大量调研的基础上，创
造性地提出核定5%的机动编制，
用于补充农村中小学急需的学科
教师，有效缓解了“既超编又缺
人”的矛盾。同时，这样的方法和
力度，也为我省今后的教育工作
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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