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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善待“燃灯者”
教育会更有希望

日前，温州市教育局制定做好“双
减”背景下教师关爱工作的十条措施。
实施课后服务AB岗位制和弹性上下
班，参加课后服务的教师每周可享受
半天“双减假”，也可尝试储蓄制，用课
后服务时间兑换“双减假”，便于解决
家务事。初中学校当天有晚自习、原则
上不安排上午第一节课，给教师应有
的休息时间。

（12月1日 澎湃新闻）

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双减”不仅
有效地遏制了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过重，也显著减轻了家庭教育
支出和家长精力负担，让老百姓教育
满意度有了明显提升。“双减”从制度
善意落到实处，离不开全国一千多万
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的努力和付
出；正是有了老师们的责任和担当，

“双减”才得到了有力支撑。
承担教书育人职责的“燃灯者”，

同样需要被照亮和温暖。给学生们付
出无数关爱的教师们，也需要制度护
佑和人文关怀。做好“双减”背景下关
爱教师的十条举措，真正做到了“想老
师们所想，急老师们所急”；懂得换位
思考、善于体谅成全，“双减假”作为一
种补偿机制，给老师们提供了缓冲地
带和弹性空间。

老师们并非永远不知道疲倦的机
器人，老师们也不是没有情绪情感的
兵马俑，他们也需要劳逸结合、张弛有
度。保障老师们应有的休息时间，避免
让老师们连轴转，本质上就是一种尊
重和善待。更进一步说，教育应该是可
持续发展的，不能对老师们进行过度
消耗和利用；一旦对教育资源进行透
支，终究会适得其反。

一个真正尊师重教的社会，不会
忽略和漠视老师们正当权益。和其他
普通劳动者一样，教师们除了教书育
人之外，也有自己的私事。“双减假”正
视了教师们的需求，通过制度化渠道
满足了老师们的需要，将关爱教师做
实做细。

“双减”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难以一蹴而就，需要久久为功。教
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让老师们潜
心教书、静心育人，需要良好的外部环
境。压减非必要的例会和学科教研活
动，不得强制或以与考核挂钩等方式
要求教师从事与教育教学无关的繁杂
事务……让老师们更好地聚焦主业，
让老师们从“负重前行”到“轻装上
阵”，需要更多像“双减假”一样实实在
在的贴心暖心举措，将关爱老师做到
心坎上。 杨朝清

11 月 29 日，宁波市教育
局下发《关于加强冬春季校园
饮食卫生和食品安全管理工
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校全
面做好学校饮食卫生和食品
安全工作，确保广大师生身体
健康。《通知》要求，要加强对
配送食品的监管，坚决杜绝

“以包代管”现象。
（本报今日A03版）

最近国内一些学校出现
学生餐后中毒事件，再次凸显
学校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和紧
迫性。虽然此前市教育局就学
校食品安全问题发布了一些
列文件和通知，但还存在一些
安全隐患，譬如“以包代管”。

就学校而言，食堂管理是
个老大难问题，它既不同于教
育教学管理，又有别于寝室管
理，如果真要认真管起来，校
方得要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
间，势必影响教育教学的管
理，故此，很多学校以购买社

会化服务的名义，将食堂外包
给餐饮企业。

不可否认，这一食堂管理
制度的改革确实收到了成效，
但也存在一个突出问题，即把
引入社会化服务等同于食堂
对外承包。购买社会化服务的
本意应该是学校强化食物原
料、储存、进货渠道以及制作
等方面的监管，具体的餐饮制
作交由社会化来运营。但现实
是学校往往简单对外一包了
之，做甩手掌柜。

问题由此而来。承包商之
所以要竞标参与学校食堂经
营，并非是为了做公益，而是
为了赚钱。为了实现利润最大
化，由于监管缺位，承包商就
有可能做出采购劣质材料、不
进行餐饮具消毒、不按规定使
用添加剂等违规行为。更有甚
者，近年来还出现了这样的情
况：少数学校找到了一条“以
包代管”的路子，即给校园食
堂找了“后妈”后，就不管不

问，以致于部分校园食堂被层
层转包。

考之近年来各地学校出
现的食堂安全事故，很大部分
原因就出在“以包代管”上。

说到底，“以包代管”是懒
政，不作为，必须要杜绝。

校园食堂不同于机关单
位和企业食堂，它是特殊人群
用餐的特殊餐饮单位，对食品
安全的要求理应更高、更严
格，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食
药监等部门必须当好校园食
品安全的“守门员”，各司其
职，又要协同配合，除了通过
政府统一招投标，设定更高的
准入标准，还须对经营方加强
日常监管，从原料采购、仓储、
运输、消毒、制作等环节实施
全程监管，同时建立严格的校
园食品采购追溯机制，并出台
校园食品安全事故惩罚机制，
如此才能守住食堂的安全底
线，确保广大师生身体健康。

王学进

笔者近年来非常关注有
关教师职称评聘的相关政策，
自然也非常留意草案中的表
述。

“教师初级职务和中级职
务不受岗位比例限制，根据教
师履行职务的年限和要求，依
照规定晋升。”草案中所说的
教师职务，就是我们通常所说
的职称。现实中，不少教师被
职评所困扰，是因为当下的职
称评审是采用评聘结合的方
式，在所在学校的岗位结构比
例范围内进行的。如果学校没
有相应岗位，那么一个符合职
称晋升条件的教师哪怕再优
秀，也无缘高一级职称评审。

关于中小学各级职称的
结构比例，宁波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和宁波市教育局
2020 年 3 月发布过《关于进一
步完善中小学校专业技术岗
位设置管理的通知》。按照这
个通知，高中学校的初级岗位
不少于13%，初中不少于15%，

小学不少于25%。
一位大学本科毕业的教

师，一年见习期满之后，就可
以定为初级职称。然后工作满
四年，并符合相应的履职条
件，比如担任了一定年限的班
主任，就有资格晋升中级职
称。也就是说，一位本科毕业
的教师，在理论上工作满五年
就可以晋升中级职称。但这仅
仅是理论，在现实中，就要看
所在学校有没有中级岗位。不
同的学校情况各不相同，在一
些教师年龄结构偏大的学校，
年轻教师的职评之路更为艰
辛，有些教师何时能晋升职称
真的是未知数。

这 一 点 ，在 小 学 尤 为 突
出，因为小学副高岗位的比例
只占 15%，中级岗位向副高上
升的机会很有限，远少于中
学，这样导致小学教师中中级
岗位的人数最为稳定，导致年
轻教师晋升中级困难重重。于
是，不少小学教师工作10多年

依然是初级职称。相对而言，
中学教师在工作 10 年以后依
然是初级职称的现象则会少
很多。

《教师法》修订草案中，明
确指出中级及以下职称只要
符合年限和履职要求，就可以
自动晋升，这对很多年轻教师
而言，自然是一个福音。对那
些苦等中级职称已久矣的年
轻教师而言，更是解了燃眉之
急。在这样的前提下，年轻教
师对于担任班主任和其他履
职岗位的任务，自然就更加积
极主动。

对于中学教师而言，中级
及以下职称自动晋升，同样是
利好消息，不过对于小学教师
而言更为迫切，也更有利于小
学吸引优秀人才从教。

《教师法》修订草案以法
律的名义为教师职评“撑腰”，
这对年轻教师而言是“最动
听”的声音。

刘波（镇海区教科所）

杜绝“以包代管”守住食堂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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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见以法律的名义为教师职评“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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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 严勇杰

11月 29日，教育部发布
公告，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该征求意见稿在网上甫一发
布，就引发了各界的热议。很
多教师也在各类社
群 中 讨 论《教 师
法》的修订，其中
有不少教师提到了
草案中关于教师职
务晋升的规定，认
为这是一个非常利
好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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