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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加分”让机会更均等

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高宁
认为，比起留住乡村教师，他更
赞成“流住”乡村教师，要通过
完善政策、机制，让更多的新锐
教师、更多的教育资源向乡村

“流动”。乡村要振兴，不能没有
好学校，不能没有好老师。

如何才能“流住”乡村“优
师”呢？应该要建立一个前瞻性
的，适合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乡

村教育统筹规划配套体系。
第一步，要有村校“留生”机

制。笔者当年读书时乡里有 15
所村小学，后来合并得只剩下
一所中心小学，问题多多，很多
孩子离学校太远，交通等安全
事故不断，同时也迫使农村孩
子往城市学校集中读书。如果
乡村学校全校就是数十个学
生，甚至一个学生，生源都没
有，“优师”岂愿来？必须做好

“留生”文章，创造条件，鼓励孩
子们就地就近读书，生源多起
来，生源好起来，“优师”教起来
才劲头足。

第二步，要有激励“优师”机
制。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
草，怎么行？应该积极创新举措
引导优秀人才和乡村学校互
通，形成“越往基层、待遇越高、
机会越多”激励机制。激励“优
师”机制，两条腿走路，政府得
出钱，民间可赞助，让“优师”流
动多起来。

第三步，要有保护“优师”机
制。笔者结识过一些“优师”，城

市创收机会多多，宁愿不评职
称等，也不愿意到乡村学校去
支教。哪怕国家推进“双减”，或
无损收益，或家境较好，不在意
乡村“优师”激励待遇，“留住”
不“流动”，很可能造成一种类
似特岗教师之类的困局：让少
数人作贡献，让老实人在吃亏。
不能让“优师”长期待在农村，
要保护好他们在城市学校和乡
村学校灵活的“流动”权益。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推进民
族复兴的一盘大棋，乡村教育
是这盘大棋的重要一环，让少
数老师下乡作贡献，难有“后来
人”，难以持久。“留住”与“流
住”，一字之差，差别极大，“留
住”，是把希望寄托在少数“优
师”身上，“流住”是把希望寄托
在多数“优师”身上。“流住”乡
村“优师”，激活乡村教育，观念
一变天地宽，更多“优师”下乡
来，就能有力地促进乡村教育，
从而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
广。

李云勇

9月15日，在教育部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已取消5类全国性高
考加分项目，逐步取消95类地
方性加分项目，会同有关部门
推动少数民族加分更加精准。
通过清理规范高考加分，实现
了“大幅减少、严格控制”的目
标。 （9月16日《现代金报》）

作为一项考试制度，高考对
每个考生来说应该都是公平
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从考试到
招录的各个环节都始终保持着
公平。因为除了高考分数，还有
特长生加分政策。而在分数决
定升学的现实面前，拥有高考
加分的优势，无疑会把成千上
万考生挤到身后。也正因如此，
高考加分成了很多人眼中无论
如何也要弄到手的“香饽饽”，
由此带来的权钱交易、暗箱操
作频频发生。据之前有媒体报

道，有些地方个别“国家二级运
动员”百米跑的成绩，竟然比国
家规定多了七八秒，甚至不如
一个普通小学生。令人啼笑皆
非又无可奈何。在这样的环境
下，不仅让教育公平很“受伤”，
也让无数为了前途和理想默默
努力付出，却没有“加分特长”
和“ 加 分 门 路 ”的 孩 子 很“ 受
伤”。

既然高考加分政策在执行
中出现了这么多的不正常现
象，就要与时俱进，对影响教育
公平的各类加分项目来个“全
面体检”。实际上，为回应公众
对教育公平的关切，这些年来，
教育部一直致力于高考加分政
策的调整。2015 年、2019 年，教
育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促进
公平、规范管理、科学精准”的
原则，先后开展了两轮清理和
规范高考加分工作，明确取消
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奥林匹克

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
生、思想品德有突出事迹等五
类全国性高考加分项目，指导
各地减少地方性加分项目，进
一步降低加分分值。但也要看
到，不少地方的高考加分政策
虽有所调整，但仍保留了一些
可有可无的加分项目，影响着
教育公平，亟待清理规范。

高考是我国高等教育机构
选拔人才的重要机制，因此，公
平是高考制度的基础。让高考
变回一把公平的“尺子”，这也
是近年来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着
力取消各类高考加分项目的初
衷，更是给高考减负、让分数更
加纯粹、让选拔更加公平的题
中之义。接下来，希望各地认真
落实教育部相关要求，继续加
大对不合理加分项目的清理力
度，让高考更纯粹、让教育更公
平，推动“机会公平”真正落到
实处。 王志顺

“自嘲式简历”
彰显自信率真

介绍自己学业工作经历后，又打括
号注明，“主要是当时找不到工作”；在
自己的研究方向后备注“实验比较少，可
以随便忽悠”；自称“应该拿不到诺奖，
所以只做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这些
被网友称为“自嘲式”“段子手式”的内
容，来自南开大学物理科学学院官网胡
金牛教授和陈憬教授的个人简历。

（9月18日 封面新闻）

作为一种惯例，许多高校都会要求
教授们提供个人简历，以加深学生们和
公众对他们的了解。“自嘲式简历”的走
红，说到底就是在完成“规定动作”之后
又加了“自选动作”，在按部就班、中规
中矩之余增加了差异化、个性化的表达
方式。

“自嘲式简历”之所以引发围观，在
于让人们看不到了一个与刻板印象不一
样的教授形象。不矫情、不做作，真诚坦
率、真实真性情，这看似自我矮化的语
言，实则让教师们的形象更加生动、更加
丰满——大学教授也不是一个模子里面
刻出来的，而是千姿百态、各不相同的
人。

作为名校，南开大学的教师招聘门
槛显然不会低；作为名校教授，自然有拿
得出手的、光鲜体面的简历。在一个盛行
印象管理的时代里，许多人都会精心修
饰和装扮，以在他人面前呈现一个经过
美化和包装的“镜中我”，千方百计地去
抬高自己；“自嘲式简历”反其道而行
之，不仅彰显了几位教授的自信与底气，
也见证了校方的开放与包容。

它不仅让原本单调乏味的简历变得
有趣、有意思起来，还具有一定的育人功
能。透过“自嘲式简历”，人们可以发现
和捕捉到名校教授虽然是某种意义上的
成功者，但他们也和普通人一样，也会有
不如意和挫败，也会经历普通人所经历
的求职不易、有的课程不受欢迎等问题
……它缩减了名校教授与普通人之间的
距离感与隔阂感，用真诚的态度、真实的
力量来打动人心。

名校教授不是空洞的符号，而是有
血有肉的鲜活个体；“自嘲式简历”让我
们意识到知识精英并非单一面孔，而是
有多种模样。没有自矜自夸、没有洋洋得
意，而是清醒、深刻地认识自己；“自嘲
式简历”通过一种放下身段、调整姿态的
方式，实现与自我的和解、同群体的交
流、对社会的融入。

所以说，不论是魔性讲解诗词的戴
建业教授，还是通过短视频进行“云科
普”的院士们，抑或“卑微式招生”的副
教授，用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话语来接
地气，非但不丢人，反而赢得了公众喜
爱。知识精英只有多一些烟火气，才能缩
减与老百姓的话语距离，才能更好地促
进知识普及与传播。 杨朝清

不吐不快

“流住”乡村“优师”
推动乡村振兴

近日，浙江临海市“90 后”乡村教师尤

凡因教学成绩突出，被奖励一套 200 万元

(人民币，下同)商品房和10万元奖金，该老

师在 3 年前还得过一辆价值 28 万元的车。

校方回应称，商品房和奖金由当地一个教

育基金会出资，主要是为了激励更多的优

秀教师和学生，已连续奖励4年。留不住优

质教师，是乡村教育难题之一。

（9月18日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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