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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丰

在编教师17人，

50岁以上的有10人

3月14日下午1点多，还不到上课时间，在费
县大田庄乡某农村小学，任老师拄着双拐看学生
们玩耍，还不时叮嘱几句。

任老师今年56岁，教体育和科技课，因事故
腿部骨折，休养40多天后就回到了教学岗位。

“学校缺老师，他不来就没人给学生上
课。”旁边的同事姚老师说，受教师老龄化和女
教师生二孩的影响，学校老师短缺这种情况比较
普遍。

姚老师今年4 2岁，还是学校的“年轻教
师”。学校目前在编教师17人，50岁以上的有10
人，这10人中最年轻的也53岁了。一些老教师，
因为学习能力与身体状况，已不在教学一线，而
是去做后勤工作，但在教师编制中仍占有一席。

该学校校长表示：“看似不缺（老师），实
际上是很缺老师，现在是三个老师包两个班。今
年，学校会有两位老师退休，但只分给了一个补
充名额。”

不久后，一位女教师还要请产假。这位校长
匡算过，学校将有四个班的数学、两个班的英语
和两个班的语文暂时没有老师。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上冶镇中心小学。小学
的看门人原来是一名老师，退休后又回到学校。
他说，这两年学校退休的老师很多，但补充不上
来。

开学一个月了，

单科老师还缺乏

学生的增多与集中，也让原本就捉襟见肘的
师资力量更为尴尬，尤以上冶镇和探沂镇两个发
展较快的乡镇最为明显。

据记者了解，当地十分重视教育，农村小学
校舍是标准化的楼房，在乡镇驻地很远就能分辨
出这是一所学校，比政府办公楼要好。而孩子的
父母，则购买乡镇上新建的楼房，让孩子就近接
受良好的教育。

“镇上开发了不少小区，很多家长买房子就
是为了孩子能到上冶镇中心小学上学，接受更好
的教育。”在上冶镇中心小学外送学生的家长宋
茜（化名）说，“去年儿子要上二年级的时候，
小学二年级由原来的四五个班，一下子增加到了
七八个班。”

宋茜说，近两年上冶镇中心小学的学生达到
几千人，教师短缺也更为严重。她的侄子去年上四
年级时，曾有过两个星期没有上英语课的情况。

上冶镇中心小学看门的老教师说：“学校为
此招聘了不少代课老师，但每月1200元根本留不
住人，他们的积极性也不高，教学质量也颇受家
长们的质疑。最近，有12个大学生来这里实习两
个月，但两个月之后呢？这样断断续续地教学不
利于学生学习。”

学校门口的摆摊人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二孩放开后，咱们山东二孩生的最多，上学的
孩子恐怕也会越来越多，会需要更多的老师。”

流动人口的增多也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探沂镇是费县的经济重镇，2016年的数据显示：
镇常住人口10万人，流动人口10万人。

探沂镇某农村小学校长说：“工厂增多，打工
的外来人口多了，学校里有一部分学生就是附近
工厂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学生的数量每年都有
所增长。”

新学期开学已经一个月，但该镇几名小学校
长表示，仍缺语文老师或英语老师，有的表示各科
老师都缺，对来应聘代课老师的人，他们非常欢
迎，从生活、交通到以后的发展都详细介绍。

完善机制补齐教师“缺口”

2015年底，我省出台了《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2015-2020年）》，要求通过加强和规范教职
工编制管理、完善教师招聘方式、实施短缺学科
教师补充计划、开展大学生乡村学校支教等方式
健全完善乡村教师补充机制。按照这一政策要求
制定的《加快费县基础教育发展五年行动计划
（2015—2020年）》，也规定在教师编制核定、
岗位设置、职称晋升、聘用考核、培养培训等方
面向农村中小学倾斜。

费县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农村小学缺教师
是目前的普遍现象，其中有教师老龄化和女老师
生二孩的原因，也与之前农村教师配备欠账有关
系。之前教师配备是按照生师比，19名学生配1
名老师，但有的班级人数少，还必须配备足额的
老师，这样的配比导致农村教师配备“旱涝不
均”。后来对达不到班额的按照班师比配备教师
编制，即1个班级配备2 . 4名老师。这样，农村教
师数量的欠账才逐渐被重视。

相关政策的落实、特别是事业编制数量的倾
斜才更有力度。从2013年开始，费县事业编制中
的三分之二多就用于教师招考，到2016年时已完
成985名教师的招聘计划，其中招考教师的80%用
于农村小学教师补充。每年退休教师数量在200人
左右，每年的教师招聘基本能补上退休这个缺口。

不过，费县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到2016
年，全县仍缺农村教师700多人。”女教师是县
里农村小学的主力，大约能占到教师总数的
70%。小学又是包班制，有几个女教师生二孩，
整个学校的教学就更加紧张了。

入学儿童基数不清楚，也是加剧这一矛盾的
原因。探沂镇这样的外来人口大镇，流动人口
多，有些儿童不上幼儿园，一年级入学时突然冒
出来，或者直接插班，不好把握。

“农村缺老师，只能是逐步补齐，不可能一步
到位，我们也将继续招考，今年费县教育系统事业
单位还将公开招聘228名教师。”这位工作人员表
示，县教育局已组织城区人员相对富足的中学援
教农村小学，并针对短缺学科实行“走教”。今年，
还准备按照省里政策设立教师“临时周转编制”，
与正式编制老师待遇一样，提高“代课”教师的积
极性，缓解一些学校专任教师短缺的问题。

2月14日：8版《档期虽短，竞争强度不
减》，文中第3栏最后一段第4行“亦或二人
骑着山地摩托车”，“亦或”应为“抑
或”。

2月12日：7版《全县首个大会 企业家
成座上宾》，文中第2段第6行“诚囗信企业
奖”，“诚囗信”应为“诚信”。

2月3日：1版《“好客山东”旅游商品
让游客装满后备厢》，文中最后一段第5行
“针对乡村旅游实施‘后备箱’工程”，
“后备箱”应为“后备厢”。

□海阳市热心读者 曲延纯
2月11日：5版《新春通话传递积极信

号》，文中第3栏第5段第1行“中美关系已
近不惑之年”，该文第1栏第4段第1至2行又
说“再过一些天，就是中美签署《上海公
报》45周年”，“45周年”是“已过不惑之
年”，行文表述不一。

2月10日：28版《农村越来越像城市
了》，文中第1栏第4段倒数第2行“比城市
厕所至少能省一倍的水”，“能省一倍”的
说法不通，宜作“能省一半”。

2月2日：2版《大年三十冰河救人的英
雄找到了》，文中最后一段第1至2行“途径
此处的无棣正海集团副总经理秦立杰也参与
了救援”，“途径”应为“途经”。

□济南市热心读者 黄贻生
2月9日：11版《披18载橙衣，说再见太

难》第四栏第10行：“20017赛季”应为
“2017赛季”。

□济南市热心读者 李惠东
2月 8日： 1 7版《不是“事变”是战

争》，文中第2段第3行“19世纪30年代，日
本军国主义怀着妄图灭亡中国继而称霸亚
洲……”，“19世纪30年代”应为“20世纪
30年代”。

□滕州市热心读者 孙延宜
2月3日：5版《冷相佑：黄埔硬骨头

血染竹竿山》，文中第4栏第8段第3行“所
幸当地人民已事先向起义军告密”，“告
密”多为贬义词，应为“告知”或将“告
密”加双引号。

□临清市热心读者 陈成江

□记者 王世翔 报道
3月1日起，遍及济南泉城路、黑虎

泉路等路段的100多处泉水直饮点恢复
供水，而传说中的“大桶客”随之悄然
而至。图为济南舜井街附近的一处泉水
直饮点，大桶客自备漏斗、皮管等工
具，将直饮点泉水接入自己的大桶中。

甘甜、清爽的泉水是济南的名片，
也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泉水的内涵是分
享而非独占，是奉献而非贪婪。“弱水
三千，只取一瓢。”泉水直饮点的设立
是为了方便市民和游客劳顿时解一时之
渴，品一丝甘甜。与此同时，济南市政
部门在趵突泉泉群、五龙潭泉群和黑虎
泉泉群等多地设置取水点，方便市民大
桶取水。“直饮点”非“取水点”，还
是希望有关部门疏堵并重，将泉城泉水
这张城市名片擦得闪亮。

春节前后，在省城部分街道和居民小
区，新增了一批“旧衣物回收箱”，铁皮箱
红黄相间，非常醒目。箱子左侧大格用来投
放旧衣物、旧鞋、旧包等，右侧几个小格则
用来投放废旧电池、旧手机、旧书籍等。

但是，笔者最近在一些小区发现，有不
少居民将旧衣服洗净后投了进去，回收箱左
侧投放衣物的空间爆满，还有不少衣物被堆
放了外边，几个回收箱几乎都存在相似问
题。有一次还看到，小区收废品的人竟用铁
钩子将衣物从回收箱里钩出来，挑拣后再将
看不上的放了进去，这显然违背了设置回收
箱的公益本意，杂乱的衣物、鞋子堆在外面
也影响了小区整体环境。

这一方面说明了，许多居民有着较强的
环保或节约意识，不愿意随意丢弃旧物，希
望这些七八成新的衣物能得到合理利用。但
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回收箱的主管单位或者
说负责回收的单位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和管理细化。比如，多长时间来收集一次，
在下一次回收之前回收箱爆满怎么办？再比
如，春季已经到来，天气逐渐变暖，许多家
庭或市民都会有一些不再穿的棉衣，但棉衣
多半厚重肥大，很容易将回收箱塞满，这一
段时间就应增加回收频次，至少不能被杂乱
地堆在回收箱外边吧。

笔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期间，也注
意到学校里许多角落摆有类似的回收箱，其
标示明显，提示到位，让人一目了然。比
如，不同材质的一件衣物所用的原材料、耗
费能量、成本几何，回收后将如何再利用
等，有一套流程进行规范。

对省城许多小区居民而言，将旧衣物投
进回收箱使它们得到合理处置，是环保意识
增强的表现，也是省城管理的一大创新。但
回收箱如何管理，回收的衣物如何处理，谁
来监督等，这都考验着相关单位的智慧。

笔者并不知晓省城总共有多少个类似的
回收箱，也不了解其管理过程，只是希望能
把细节考虑周到，制订一些急救措施，使各
个环节衔接顺畅。只有规范管理，才能使爱
心不受损，才能做到物尽其用，才能将好事
做好，而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

□济南市 韦钦国

“回收箱”放好更要管好

县里超过2/3的事业编制用在了教师招考，其中80%用于农村小学教师补充。

但面对有的年老在编不在岗、有的带伤仍上课的现实，压力依然很大———

解决农村小学教师短缺“在路上”

口 本报记者 王召群

日照市岚山区碑廓镇宋家岭村村民牟敦香和
丈夫宋瑞京，1997年带着孩子外出打工，2013年
回村生活。宋瑞京夫妇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口
粮田想要回来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3月15日，记者来到宋家岭村进行采访。

村民：

打工回家，口粮田要不回来了

2013年，50岁的牟敦香和丈夫回到阔别十几
年的农村老家。

牟敦香告诉记者：“外出打工这么多年，在
服装厂打过工，走街串巷卖过蔬菜，还当过清洁
工，但也没有挣到什么钱。现在年纪大了，干活
也干不动了，就想着回家生活。”

回到家的日子，对于牟敦香和丈夫来说，过
得比较紧巴。她说，丈夫分家分得了4间老房
子。2014年，在已经坍塌的老宅子上翻盖了4间
新房。2015年10月1日，儿子结婚；2016年，添了
一个小孙子。

牟敦香表示，为了给儿子结婚，家里在日照
市区贷款买了一套房子。在村里的老宅子又翻盖
了新房子。这样算下来，家里欠了一大笔债。

2013年，刚回到村里的牟敦香和丈夫找到村
委会，希望要回自己的口粮田。她说：“在家
里，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生活来源，想着可以把

自己的口粮田要回来进行耕种。”
回家近三年多来，“要地”成了牟敦香和丈

夫一直绕不开的主题。她表示，1999年，村里重
新分地，实行土地承包30年不变。“当时考虑
到，自己在外打工，地肯定都要荒着了。所以，
丈夫和自己就找到了当时的村支部书记，商谈把
自己耕种的地交回村里。”

牟敦香表示，当时的村支部书记曾表示，地
可以交给村集体，如果以后回来，地还是会还给
她们。

在牟敦香看来，只要自己的户口在村里，就
算是把口粮田交给村里，等有一天回村，口粮田
还会是自己的。

2017年春节后，在和村委会交涉过程中，牟
敦香和丈夫意识到，想把属于自己的口粮田要回
来并不容易。

村委会：

口粮田肯定有，但要补交费用

宋家岭村位于碑廓镇东北部，地理位置偏
僻，生产、生活环境较差。2015年7月，在“第
一书记”的帮扶下，宋家岭村实施了土地增减挂
钩项目，在原村庄西侧建起了新型农村社区，改
善了居住条件。

宋家岭村党支部书记宋全胜告诉记者，全村
143户村民，未搬迁的有4户，包括牟敦香一家。

牟敦香表示，2014年村里搬迁前，自己也是
刚刚盖好房子。“按照村里的搬迁政策，我家搬
新社区需要补齐差价。因为家里盖房子已经欠了
一大笔钱，我觉得不合适，就没有选择搬迁。”

她表示，2014年给村里要口粮田的时候，村
里说是自己家还欠着村里的钱。2017年春节后，
跟村里要地时，村里要求交2万元。

为了能把自己的口粮田要回来，牟敦香和丈

夫先后三次到上级政府询问。她说：“2月9日，
镇工作人员到村里了解情况，当时我和我丈夫都
在，村委的人也都在。”

牟敦香说，后来村里要自己交15000元。
“村里说是交的公益事业金。”

15日上午，记者在宋家岭村村委会向党支部
书记宋全胜了解相关情况。他告诉记者，户口在
本村，但是常年不在村里生活的村民，村里都是
按照空挂户进行处理。

宋全胜表示，牟敦香和丈夫宋瑞京1997年开
始外出打工，一直到2013年回村。村里对于宋瑞京
一家想要回口粮田的事情很重视，也专门召开了
村民代表大会。“当时，宋瑞京一家并没有参加。”

牟敦香说，自己事后才知道开会的事情。
宋家岭村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出示了村民代

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宋全胜说：“村里把宋瑞京
一家要回口粮田的事情，作为代表大会的一项议
题专门拿出来进行表决，只有一户村民表示同意
将口粮田无条件归还给宋瑞京一家。”

这一情况，记者在村民那里得到证实。一位
张姓村民表示，村里确实开会对牟敦香一家口粮
田的事情进行了表决。

宋全胜表示，宋瑞京一家的口粮田村里肯定
会给。但现在的问题是，宋瑞京一家十几年不在
村里生活，村里这些年为宋瑞京一家垫资了部分
费用。例如，村村通修路集资，原有的教育集
资，村庄的自来水建设，环卫一体化的义工费、
垃圾处理费，养老保险、合作医疗等等。

宋全胜说：“村里已经出现过两次与宋瑞京
家类似的情况，按照村里开会制订的相应的制
度，需要宋瑞京一家来承担相应的费用。”

镇政府：

积极推进问题的解决

记者在村里采访时，见到了牟敦香夫妇当年

交地时的村支部书记。他告诉记者，户口在家
里，口粮田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口粮田为什
么没有直接给牟敦香夫妇，还需要和村委会进行
沟通。

在牟敦香向碑廓镇政府反映情况后，镇
政府相关负责人多次入村了解情况。宋全胜
表示，村里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从1 9 9 7
年开始算起，到2 0 1 7年，村里决定除去2 0 0 0
年之前、2 0 1 3年之后，宋瑞京一家应该承担
的相应费用，只收取从2 0 0 0年到2 0 1 3年间的
费用，每人每年500元。”

宋全胜表示，村里并不是要求牟敦香和丈夫
现在就把这部分费用交到村里。“村里考虑，他
们现在可以尽力先交上一部分费用。村里建起账
户，向村民公开。这件事能有个良好的渠道，然
后就可以给宋瑞京一家划分口粮田。”

2016年夏，宋家岭村委会根据实际土地种植
经营困难情况，成立了宋家岭农业种植专业合作
社，对全村土地进行规模化经营。宋全胜表示，
宋瑞京一家如果考虑入社，可以在每年的分红中
扣除一部分划入村账户。如果不考虑入社，到时
候会划分给他土地。

碑廓镇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柴雷雷一
直在协调推动这件事情的解决。她告诉记者，镇
里在了解事情的具体情况后，一直在村委会和宋
瑞京夫妇中间进行协调。

柴雷雷表示，宋瑞京一家因为户口一直在村
里，所以在村里是应该获得相应的口粮地的。但
是，村里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对这件事情进行了
开会讨论。所以，村委和宋瑞京一家现在需要找
到一个可以顺利解决事情的方案。

17日上午，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
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孔祥智。他告诉记者，牟敦香
夫妇拥有获得村里土地的权利。如果是当时自愿
将土地交回村委，现在地还在，没有分给别人，
或者是土地交给他人代种、代耕，村委会应该无
条件地将土地归还。

外出打工时将土地交给村里，但是想要回土地时，村里要求先补交“公益事业金”———

打工回家，口粮田却要不回来了

泉水虽好

请勿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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