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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ral  Revitalization丨乡村振兴 Ｒ

帮扶提高适龄儿童受教育水平，积极组织科技培训与教育

项目，宣扬积极向上的科学文化，破除当地落后陈旧的风

俗，从而全面提升脱贫地区的人文素质。[1]

（一）建立健全制度机制，打造一支稳定的乡村教师

队伍

如何创造良好教师工作环境，确保人才能够招得进、

留得下、稳得住，需要各级政府高度重视，认真解决工作

和生活中的各种难题。

1、聚焦难点，坚决打通“最后一公里”。“交通基础

设施是两个地区之间要素流动的重要载体，不同类型的交

通基础设施配置会影响各地区的运输成本，进而会影响要

素的聚集、扩散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2]

以布朗山乡为代表的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主要位于偏远的山

区，交通仍然存在很多不便利的地方，因此进一步改善偏

远地区的道路基础设施，减少交通成本，才能增加对外界

人才的吸引力。

2、加大各教学点资金投入力度，解决教师教育和生活

问题。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教学点存在各种困难和问题，

政府部门应加强调研，按照先急后缓、先条件差后条件较

好、投资少见效快，区分类别，制定具体整改帮扶方案，

特别是把乡村教师周转宿舍建好，办成“暖心工程”。同

时教育部门要加强研究，依据各教学点艰苦边远困难程度

等实行差别化补助，提高差异化标准，不能不加区分一刀

切，充分发挥和体现政策优势。

3、建立健全良好的制度机制。制度带有根本性、长期

性和稳定性，是确保乡村教育队伍稳定的关键。应适当修

改和完善乡村教育招聘办法，对招生对象、条件、岗位服

务时间、工作业绩表现、调动和考取公务员或事业单位有

相应的硬性规定和要求；积极研究探讨乡村教师荣誉制度

实施办法，最大可能和乡村教师的工资待遇、职称、住房

保障、医疗挂钩，建立乡村教师后备人才库，推进城乡教

师合理流动和对口支援。

（二）打通“远程教育”通道，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提

质增效

如何把学校办成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好学校”，

让孩子们“上好学”，既减轻教师的负担，又能让孩子们

“学得好”，唯有打通“远程教育”通道，共享优质教育

资源提质增效，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

1、搭建远程教育平台，实现不同地区教育资源共享。

建立全省甚至全国一体化教学信息网，通过“远程教学”

的方式，真正打通“远程教育”通道，促进乡村小学和教

学点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提高办学质量。

2、建立健全合作帮扶机制，加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教

学交流。我国优质教学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里，乡村因环

境较为闭塞，老师们的教学方法、教学形式与城市有一定

的差距，因此加强双方的沟通交流非常重要。城区优质义

务教育学校应对口帮扶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小学部和各教

学点，切实做到同堂授课、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形成群策

群力帮扶的良好局面。

（三）打开“多渠道就业”通道，整体提高全民综合

素质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人口较少民族地

区只有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才能在更高层次上寻求长远

发展。

1、加强教育引导，激发内在动力。政府部门要高度

重视贫困民族地区群众的思想教育、宣传和引导工作，充

分利用现代媒体技术加大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教育力

度，及时把国家的各种创新理论和发展规划、发展理念向

广大人民群众讲清楚、讲明白，以求达成共识，从而激发

当地人民的内生动力。

2、扩容“职业高中”，加大“职业培训”。九年制义

务教育目前已经基本实现，下一步要把扩容“职业高中”

作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点，加快推进职业高中布局结

构调整，让未升入普通高中的初中应届毕业生都能接受中

等职业教育，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长远发展培养人才。

结　语

习近平总书记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3]人口较少民族地区要获得更多的发展成果

就必须进一步提升人口素质，因此乡村振兴与发展教育是

相辅相成的，只有提高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受教育水平，

乡村振兴的各项职能蕴含目标才能有效达成。

解决教育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是一个多维展开的持续

性过程，既需要政府的顶层设计，又需要不同地区、不同

行业的协同联动，因此厘清关键性问题，继续在理论和实

践上探索前行，才能更快更好地推进教育工作，助力乡村

振兴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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