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度马云乡村教师奖颁奖典礼”日前在三
亚举行，陕西5位老师获奖每人10万元！当日中午，马
云举办企业家午餐会，大家一起就如何参与完善乡
村寄宿制学校及其对乡村脱贫的意义展开了探讨。

（1月22日人民网）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于个人来说，教育可以改

变个体的命运；对一个国家来说，教育越来越成为提
高一个国家创新能力的基础，决定着一个国家和民

族的兴衰成败。
扶贫必先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

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
递的重要途径。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精准扶贫的宏大
工程中，教育具有“授人以渔”的重要作用。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教育事业已取得了辉
煌的成就，实现了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化，基本扫
除了文盲和半文盲，但也应该看到，这种发展的基础
十分薄弱，还存在诸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特别是
教育投入不足、以及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存在着巨大
的鸿沟，教育基础薄弱和结构失衡同时并存，尤其在
老少边贫困地区，失衡状况更为严重。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众多专业调查来看，
贫困地区教育最大的短板在于投入不足。实现教育
公平，优化贫困地区教育环境，就必须加大教育投

入，改善贫困地区教育边缘化、弱势化的现状，在政
府的主导下，充分发挥全社会资源优势，实现社会化
办学。从这一点上来说，阿里巴巴和马云所实施的乡
村教师计划，以及在中国贫困乡村进一步推动并校
计划，让那里的孩子们能够读上条件完善的寄宿制
学校，无疑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

教育扶贫不仅是一项事业，更是一种情怀。把教
育扶贫作为一项事业来做极其艰难，带着情怀做教
育扶贫更加不易。阿里巴巴和马云的最可贵之处在
于，他们把教育作为事业持之以恒来抓，并最终做出
了成绩。一是切实的投入与付出。2015年，马云公益基
金会发起“马云乡村教师计划”，每年为100名乡村教
师提供总金额为1000万元的奖金资助和持续三年的
专业发展支持。此后，马云公益基金会又先后发布

“马云乡村校长计划”和“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分

别计划在10年内投入约2亿元人民币寻找和支持中
国优秀的乡村校长，以及在10年内投入至少3亿元，选
拔应届优秀师范毕业生成为乡村教师，培养未来的
乡村教育家。二是带动别人来做，一起来体现社会责
任。马云邀请80位知名企业家共同参与，在5年内投入
100亿元从事脱贫事业，就是凝聚最大共识和实现共
同参与。

让“冰花男孩”不再出现，有这样的认知殊其不
易，这是企业责任的体现，也是体现企业责任的路
径。教育扶贫需要精准发力，也需要找到最佳的切入
点。社会资源和力量如何介入与参与精准扶贫，在扶
贫这场宏大的叙事中讲好自己的故事，马云和阿里
巴巴作了示范。心有光芒，必有远方。聚焦教育扶贫
精准发力，贫困地区才有希望，扶贫事业才能取得更
大突破。

白雪公主、小猪佩奇、天线宝宝，不少家长都
曾让孩子独自观看过这些卡通视频。然而，在
YouTube上，很多以儿童熟悉的卡通人物包装，带
有血腥暴力或软色情内容、甚至虐童的动画或真
人小短片大量、广泛地存在。在社会各界强烈抗议
下，YouTube开始大规模下线这类视频、封禁账号，
但在优酷、爱奇艺、腾讯、搜狐等视频网站上，仍能
轻而易举地搜索到类似视频，而且点击量居高不
下。（1月22日《西安晚报》）

披着卡通人物外衣的“毁三观”视频，会给未
成年人带来极大负面影响，甚至成为校园暴力的
导火索。如之前就发生过未成年人模仿喜羊羊动
画片的情节，将同龄儿童绑在树上烧伤的事件。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严格保护未成年人权
益的今天，决不能放任问题视频的存在。相关部门
不能掉以轻心，既要严厉打击制造、传播此类视频
的行为，又要根据现有线索顺藤摸瓜，深入挖掘背
后有无具体的违法犯罪行为。同时，搜索引擎、视
频网站、APP运营者应切实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充分利用科技手段，设置关键词，筛查、屏蔽、下架
相关视频，举报违法者，进而形成围剿之势，让网
络上少一些藏污纳垢之所，让未成年人有一个健
康的成长环境。

现在农村里高考失利有“安慰酒”，孩子没出
生就有“保胎酒”，甚至母猪下崽也要整个酒；有的
地方盛行“天价彩礼”，追求“万紫千红”“一动一不
动”……有农民感叹，一年忙到底，10亩地的收成
全送人情了。

“人情债”泛滥，源于基层陈规陋习诱发的攀
比、奢靡之风。基层党委政府是遏制“人情债”泛
滥、营造良好社会风气的中流砥柱，但是也要力避

依靠红头文件取缔的工作方法。要加强调研、深入
一线、创新工作开展形式。既要党员干部从自身做
起、从小事做起，又要加强舆论阵地建设，倡导健
康、文明、简朴的生活方式，更要积极推动产业发
展、扶贫就业、教育培训，破除以人情兑换利益的
错误生财之道。总之，要多措并举、建章立制，驰而
不息压缩“人情债”泛滥的生存空间。
（文/1月21日《人民日报》客户端 漫画/张建辉）

2014年12月，中央深改组第七次会议审议
《关于县以下机关建立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
制度的意见》。此前，我国县以下机关公务员工
资待遇与职务级别直接挂钩，往往面临晋升通
道狭窄等困境，导致工作积极性受挫。这一改
革，为基层公务员打破了成长的天花板，提供了
新的职业发展空间。（1月21日《人民日报》）

基层公务员需要政策激励，但过去对基层
公务员管理实际上没有激励，进而导致相关管
理机制虚化。事业心和责任心是基层公务员的
动力所在，但这种事业心和责任心是需要激励
机制呵护的。对基层公务员的激励，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晋升，而晋升的空间又非常有限，导
致基层公务员将晋升的激励功能无限放大。可
见，持续推进基层公务员晋升制度改革，实行
职务与职级并行，不仅打破了基层公务员晋升
“天花板”，而且增加了他们的工资待遇。

改革之前，公务员薪金水平与其所在的职
务高低挂钩，客观上导致了公务员都想当
“官”的现象。同时，一些基层公务员工作一
辈子仍然是科员，他们感到不满和失望，要么
工作消极懈怠，要么在办事过程中吃拿卡要，
在违纪中“找平衡”。再者，改革前的机制，
使基层公务员晋升通道狭窄，加之所有公务员
薪酬都拉平均，没有绩效考核，干与不干一个
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特别是，在反“四风”

的大背景下，一些基层公务员以“没好处不办
事”进行软抵抗，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和公务
员形象。

可见，县以下公务员晋升制度改革，打破
了基层公务员“职务高工资就高”的惯例，在
保持现有公务员职务晋升制度不变的前提下，
建立依据级别和任职年限等条件晋升职级的制
度，实行职务与职级并行。说通俗点，就是让
那些虽未当官，但资历长、积累贡献多、承担
任务重、个人能力强的普通公务员，也能够与
当官的一样晋升职级，得到组织的认可，享受
与同职级当官者差不多的工资待遇。

然而，三年改革实践表明，基层公务员晋
升，实行职务与职级并行，还需综合评价机制
跟进。应以建设高素质基层公务员队伍为目
标，创新考核机制，形成全方位考核评价综合
体系。比如，实行考核规定与单位业务相结
合、民主评议与工作实绩相结合、年度考核与
平时考核相结合、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
合；并用实用足考核结果，考核结果与调整公
务员职务、职级、工资、奖励挂钩，体现出
“老实人不吃亏、无为者无机会”的考核理
念，让端着“金饭碗”的公务员开始有了危机
感。更重要的是，完善约束机制与退出机制，
真正打破公务员的“金饭碗”，使公务员职业
回归公共服务本位。

这个星期，“流感”就诊持续爆棚。记者走进杭
城大医院和社区医院，发现就诊冷热不均。“门诊
中很大一部分是普通感冒，没必要挤大医院。”浙
江省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李亚清有些无奈地
说。(1月21日浙江在线)

患者仍然喜欢扎堆大医院，这并非患者喜欢
凑热闹，而是因为当前不少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条
件、医疗水平有限，同时医疗费用也并不低。在现
实中，基层医疗机构误诊的例子太多，让患者对基
层医疗机构感到害怕，他们宁愿去大医院扎堆治
感冒，也不愿去基层医疗机构。

患者不愿到社区医院诊治，背后是医疗资源
失衡，而医疗资源失衡伤害更多的是广大患者。基
层医疗机构要留住患者，不仅要严格实行分级诊
疗制度，还得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比如，深圳自
2017年开始重金补贴基层医生。

要让优秀医护人员安心在基层工作，就需要
切实提高基层医护人员的待遇，同时，基层医疗机
构也要主动与当地居民进行互动，让居民了解自
己，培养当地居民来社区就诊的习惯等等。当基层
医疗留得住患者，能够对当地居民产生吸附力，基
层医护人员的价值就能得以体现，患者与医护人
员就能实现“共赢”，医疗资源失衡现象就能得到
切实缓解。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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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与职级并行

需综合评价机制跟进
□ 汪昌莲

教育扶贫是精准扶贫创新
□ 刘 伟

莫让问题视频

危害儿童健康成长
□ 史洪举

“小病扎堆大医院”呼唤

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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