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访中记者发现，不少校长和一线
教师不得不将一部分精力抽出来，专门
对付会议、接待、论文、课题和评奖评优。
这一情况在高校更加严重。

“孩子们到了高校，觉得没有了老师
们管理的‘小夹板’，其实可以有一种解
释是高校的老师们要写大量的论文，没
时间去管他们了。”

虽然这学期每周要上30节课程，对
学生也认真负责，但因为没有一篇发在
核心期刊上的论文，这学期期末，省城一

家高职院校青年教师李小琳(化名)在教
师评定中仍然评了倒数第一。她告诉记
者，目前让她最头疼的不是讲课好坏，而
是没发过论文，手里也没有课题，这就意
味着她想从助教“升格”为讲师，几乎遥
遥无期。

储朝晖解析说，由于职称与教师评
价和待遇挂钩，一些高校的助教最终晋
升到教授职称，最多要发上百篇，才能脱
颖而出，评上职称，对于讲课好坏却不计
入职称评定，这大大影响了一线教师讲

课的积极性。
山东某理工类高校一位法学博导向

记者透露，在他们学校有这样一位老师，
57岁“高龄”却依然是一位大学讲师。

储朝晖分析说，不论是校长的“文
山会海”，还是一线教师的“论文课
题”，被裹挟在教育行政管理和评价当
中以后，教育原有的学术型和教书育
人的本职便受到了各种形式主义和弄
虚作假的冲击，而这其中最受伤害的
就是孩子们。

告别处级、副处、科级，代之以特级、
高级、中级、初级……2013年底，青岛首轮
48位中小学校长职级改革完成，成为潍坊
试点校长取消行政级别10年以来，第一个

“后继”城市。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各级
各部门都要放权，放权给学校、放权给教
育者”的教育去行政化目标成为新一轮教
改的核心议题，青、潍两地在山东已开始
破除教育行政“坚冰”。然而，两地校长如
今仍需接受各种“指标”评审。有专家指
出，校长的优劣选评仍要看“硬指标”和上
级部门的“脸色”，去行政化便只是“换汤
不换药”。

学校去行政化不彻底，校长升级仍靠行政指标

别别为为写写论论文文误误了了孩孩子子

年 度 奉 献

B03 2013年12月29日 星期日

编辑：王娟 美编：许雁爽 组版：陈华

本报记者 张榕博

放着局长不干，争着当校长

“没有这个正处级，真是解放出来
了。”脱掉“官帽”一个月，没有了这一
级别干部迎来送往、文山会海的检查
评比，青岛市第九中学校长张玉慧感
到一种轻松。他笑着说了一句“官话”：

“校长这个职业终于可以专业化发展
了。”

2013年起，青岛宣布实行校长
职级制试点，健全校长选聘、任期交
流、待遇保障等配套管理制度，为实
现教育家办学创设条件。校长职级
制改革先选择该市教育局局属学校
和崂山区开始试点。经过老师、学生
和家长的评价，学校之间互评，校长
专业水平答辩等，青岛市有48名中
小学校长评为高级校长、中级校长
和初级校长，这些校长们都摘掉了

处级、副处级、科级“官帽”。获评高
级校长的张玉慧获得了1 0 0%的工
资“提拔”。分为四级的校长，同时又
分为三档，根据“档次”，校长的基本
工资又相应提高30%—100%。

而这些从校长摘掉“官帽”开始的
教育去行政化改革举措，潍坊市今年
已经进行到了第十个年头。从2004年
至今，潍坊共有1252名中小学校长摘
掉“官帽”，由此“消失”了5所正县级、
23所副县级、111所正科级、204所副科
级、216所股级中小学，该市也不再有
一个“行政”校长。

取消了行政级别，潍坊市校长
们除了享受提高工资待遇外，还享
受延迟退休的“福利”，“在我们这
里，一般有级别的公职人员52岁左

右就要退居二线，但是他们可以干
到65岁以上。”潍坊市教育局人事科
科长井光进告诉记者。

这一变化让潍坊教育界发生了
去行政化积极的一幕：以前校长岗
位成为一些地方解决行政干部级别
待遇的重要资源，如今一些有心从
事一线教育的局长、副局长宁愿放
弃行政级别，积极争当校长。不过，
162名新提拔的校长还是全部从教
育系统择优产生。

由于级别规定，优秀校长往往
会从乡镇中小学流向城市。而取消
行政级别后，469名校长从城区交流
到农村。更重要的是，潍坊市直属学
校试行校长负责制，把副校长提名
权和中层干部任免权下放到学校。

“官帽”摘了，考核行政指标仍存在

然而，不管是青岛，还是潍坊，教育
行政化依然“包围”着两地，教改不得不
给这些敢于“丢官”的校长们留下一条

“后路”。
按照“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

原则，张玉慧退休后，立刻可以恢复原来
正处级待遇，当然“新人”校长们便没有
这个待遇了。与此类似，为了方便本地教
育系统人员与外地交流，潍坊市也按照
同样的办法，校长如果因工作调动离开
校长岗位，仍参照原行政级别使用。

曾有的校长和局长“双向交流”机
制也保留了下来。井光进说，潍坊的教
育局长可以“考”校长，而校长今后也不
是说不再踏足仕途，甚至校长职级与行
政级别之间还有一个“换算公式”：“比

如，特级校长对应的行政级别是正县
级，也就是局长；中、高级对应的是副县
级，也就是副局长。”在青岛，也有类似
的对应“公式”。张玉慧说，校长也可以
去干局长，这个并不排斥。“只不过现在
大多数校长都是一直干到老，只有个别
校长会去当领导。”

在中小学校长摘掉“官帽”后，曾有
校长表示，这就彻底摆脱了人事部门

“外行领导内行”的管理体制。然而，这
一人事制度改革却被教育专家担忧为，
不仅没有“甩掉”人事，而且还增加了一
个管人的“婆婆”。

取消行政级别后，张玉慧可以参加
高级职称评定，而职称评定又要回到人
事部门去审核，张玉慧觉得，他只不过

是兜一个圈子，以另一种方式被人事部
门管理。

在潍坊，中小学教师的职称评定，
也仍然没有摆脱“论文”、“课题”等硬性
指标约束，学校只有教师的职称推荐
权，审核权仍然在人事部门手中。张校
长坦言，每年评审校长都要由教育部门
考核，但考核的内容还是论文、专著，也
包括学校的获奖情况、先进单位称号等

“指标”。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

晖评价说，教育去行政化有了“表面”性
的进步，然而在全国大背景之下，单一
地区、局部政策的调整很难做到真正的

“去行政化”，“或者说，大家还没跑出体
制。”

一心写论文，没空教孩子

潍坊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要点

建立校长后
备人才遴选和公
开选聘制度

建立基于校
长办学业绩的职
级评定制度

建立校长绩效
薪酬制度和优秀校
长延期退休制度

建立校长
任期交流和业
绩评价制度1 2 3 4

潍坊高密市首先开始校长职级制试点。

潍坊市在全市层面推进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试行校长负责制、
职级制。

潍坊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推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度的实施意
见》，取消全市所有中小学校的行政级别，935名有行政级别的校
长(副校长)档案由组织人事部门全部转到教育部门管理。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要求
推行校长职级制。

潍坊被国务院(国办发[2010]48号)确定为“探索中小学校长职
级制，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
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青岛推行校长职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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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我 的 今 日 与 明 日

决定
原文

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加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力度，
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
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
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
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1、外语考试承办社会化

交由社会机构来承办，学生可以
选择多次考试，考试结果是分数
呈现，外语分值以120分为宜

2、高中课程采取“一门一清”

“一门一清”，而不是都集中到
三年之后统一进行测试，考试
结果摒弃百分制

3、大学录取不只招办说了算

发挥教授的作用，组织录取委
员会，共同决定这个学生我要
还是不要

4、取消行政级别校长职级制

实行职级制度，可以减少参加
不必要的会议，潜心教学管理、
教育管理和学校管理工作

5、统一中小学教师职称称谓

以后一律称中小学初级、中小
学中级、中小学高级、中小学正
高级

6、优秀高职学生可升入大三

一些品学兼优的高职院校学
生，也可以升入其他大学的三
年级

教教育育改改革革

[大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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