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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通过举办联谊活动，开通红娘专线等，积极为乡村

单身教师牵线，助力乡村教师婚恋问题的解决；在乡村

寄宿学校设置宿舍管理员、宿舍保洁员等后勤保障公益

岗位，由县人社部门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减少乡村教师

非教育教学任务；对长期在乡村学校任教的优秀教师通

过颁发证书、组织疗休养、评优树模、乡村优秀教师宣

讲团等多种方式给予表彰激励；推动企事业单位、基金

会及公益组织、个人设立乡村教师奖励基金；不断增强

广大乡村教师立德树人、奉献乡村的责任感、获得感和

自豪感。

四是加强督导落实。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建立教育部门牵头，组织、编制、发展改革、财政、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协同机制，明确乡村教师队伍建

设的责任主体，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加强乡村教师队伍

建设专项督导，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纳入地方政府履行

教育职责评价内容、教育督导评估和综合绩效考核等重

要范围，定期督导检查。

（四）完善制度保障，筑牢教师服务乡村振兴的支

持体系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把乡村教育振兴作为乡村振兴

的重要内容，切实做到“三个优先”和“一个倾斜”。

即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上优先安排教育、在财政资金投

入上优先保障教育、在公共资源配置上优先满足教育发

展需要，并确保向乡村学校倾斜；充分发挥县级党委教

育工作领导小组和县级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职能，

确 保 “ 三 个 优 先 ” 和 “ 一 个 倾 斜 ” 政 策 落 地 ， 督 导 到

位，保障有力。

二 是 建 立 人 才 共 享 机 制 ， 搭 建 乡 村 教 师 参 与 乡 村

治理的制度平台。创新聘任机制，推动乡村社会和乡村

学校人才共享，实现人才效能最大化，打造乡村振兴共

同体。促进乡村学校中管理、教学岗位向乡村优秀乡贤

开放，由县（区）教育行政部门选聘乡村中致力于促进

乡村教育发展的优秀人才担任校长、副校长和部分学科

教师；同时，推进村委会中部分岗位如乡村社会指导员

等向乡村教师开放，具体人选由村民代表大会投票选举

决定，村委会任命。邀请乡村教师代表列席村民代表大

会、村民议事会、监事会等村级重要会议。[8]保障乡村教

师参与乡村社会发展的决策权，提升乡村教师对乡村社

会组织的认同，强化乡村教师投入乡村教育振兴及其他

各方面振兴的内发性和自觉性。

三是完善激励制度，鼓励乡村教师以多元方式服务

乡风文明建设。参与乡风文明建设能够拓展家校合作的

应用场景，建设良好的乡风和优质的文化生态能够提升

家长的文化素养，便于促进家长教育观念的改善，从而

推进家校合作的良好开展。另一方面乡村教师参与乡村

文化建设为学生将来建设乡村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同时

乡村教师也会受到乡村文化环境的潜移默化。

因 此 ， 要 完 善 乡 村 教 师 服 务 乡 村 文 化 建 设 的 激 励

制度，在考核中将其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贡献量折抵为

相应的教育教学或者科研的工作量，同时将教师在服务

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具体表现与评优评先及绩效考核挂钩

等，激发乡村教师服务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乡村

教师也要不断提升自身的公共意识，增强振兴乡村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提升服务乡村振兴的知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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