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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元元
从今年开始，上海中小学教师资格在首

次注册后将不再是终身制，或改为每五年注
册一次。在教师节前夕，传来这样的“ 重磅”
消息，也许有些诧异，但其实对于学生，和绝
大部分称职的教师来说，其实也是一份不错
的“ 礼物”。

教师岗位终身制，确实带有计划经济时
代“ 大锅饭”的烙印，虽然有利于保障教师团
队的稳定，却也会让一些曾经踌躇满志的年
轻人在“ 大熔炉”中逐渐趋于平庸。但在为打
破终身制叫好的同时，我们更关注后续措施
的落实。

首先，一个教师的优劣究竟怎样考核？如
果由校长考核，可能反而会让一些优秀教师
因为“ 人事”原因，遗憾离开教席。如果由学
生考核，会不会出现老师一味讨好学生的“ 怪
现象”？

但是，有些考核的底线必须明确。昨天是
教师节，一张深圳小学生提着两袋名牌给老
师送礼的照片蹿红网络。对于那些赤裸裸收
受甚至索取家长重金厚礼的教师，考核机制
必须毫不留情地将这部分严重破坏教师形象
的“ 败类”清除出教师队伍。

相反，考核标准必须针对教学的现实。很
多教师感慨，晋升职称不但要靠教学，还有论
文的各种指标的要求。其实，即便是在大学，
也确实存在一些不长于科研，但教学相当精

到的教师———他们也是校园和学生所需要
的。如果把发表论文等作为教师资格考核的

“ 硬指标”，恐怕只会将教学实践引入歧途。
另一方面，取消了全体教师的终身制，也

应该同时建立其对于部分优秀教师的“ 教职
终身制”———毕竟，作为哺育下一代的“ 园
丁”，优秀的教师需要稳定的、不失优厚的待
遇，以保障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崇高的工作
中。

随着时间推移，打破教师终身制的成效，
必将越发凸显———淘汰掉小部分不称职的教
师，是对孩子负责，也是对这个国家的未来负
责。但是，“ 推陈”也需要“ 出新”。除了淘汰不
合格的教师，我们又有什么办法来吸引全社
会范围内的优秀人才，进入这个行业，肩负起
培养下一代的重担？

昨天还有两天新闻：其一，国家再次要求
“ 教师工资不低于公务员”，但这个有着18载

漫长历史的提法，但并没有执行到位。其二，
日本男教师比例比中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年
轻男教师抱怨：“ 我热爱这个职业，我愿意为
它‘ 牺牲’，可是我的家庭谁来支撑？”

经济是基础，经济也是杠杆。尽管在一些
地方，学生还需要自备课桌椅上课，但我们还
是要呼吁：只有切实提高教师这个职业的待
遇，才能保障真正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进入
教育行业。因为对什么样的人成为教师负责，
也就是对这个民族的未来负责！

□夏慧萍
前日，中央财政拨付地震救灾和恢复重建

资金10.5亿元。云南省发改委称，国家又追加下
拨1亿元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云南省发改委还
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增加40万大箱卷烟生产指
标，可为地方增加6亿多元税收，将全部用于灾
后重建。

（ 据《 重庆晨报》）
云南省发改委向国家发改委申请增加40万

大箱卷烟生产指标，其目的是将增加6亿多元的
税收，用于地震灾后重建。这一提议在网友中引
起很大争议。

如果简单说这这想法荒唐，倒有些草率。用
提升地方收入的方式来援助灾区，往往可以有
比直接拨款救济更好的效果。从经济角度说，云
南方面的提议具有可行性，但用提振烟草行业
来救灾，却有些悖于商业伦理。

云南是香烟生产大省，但烟草业的高利润
和负作用的巨大反差，在全世界都广受诟病。谁

都知道吸烟有害身体健康，通过让烟民多吸烟，
以烟民多受害为代价去救灾，既缺少正义，也不
人道。其实质是破坏了经济与正义、人道相一致
的社会秩序，在多个国家立法限制烟草行业的
大环境下，显得过于突兀。

退一步说，如果真的通过增加烟企生产指
标，赚钱去救灾，也不能只用税收救灾，而将增
加生产指标所获得利润留给烟企。这样做，等于
是让烟企去发“ 国难财”，等于将烟企推向不仁
不义的境地，这岂不是让烟企的形象毁于一旦
吗！可见通过增加生产指标，让“ 烟民”救灾的
想法，有一些草率。

众所周知，烟企是赢利大户。此刻，当地政
府应该向云南的那些烟企大亨发出倡议，让这
些烟企主动向灾民献爱心，而不是去搞什么有
悖商业伦理的“ 烟民”救灾。同时，我们看到党
和政府，全国人民以及各行各业，都在关注着灾
区人民，都在向灾区人民伸出援手，灾区重建指
日可待。

□武洁
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在海外购买

高档商品消费折合人民币近3000亿元。在目前国
内需求不旺，如何把海外奢侈品巨额消费拉回国
内，成为很多部门正在思考的问题。

（ 据《 山西晚报》）
一边是中国人海外奢侈品消费需求旺盛，欧

美的不少奢侈品商店及高档商场，甚至为了更好
地释放中国顾客的消费需求，专门配有会讲中文
的店员。而另一边，则是国内消费的萎靡不振，换
句时髦的话则是提振了半天，却始终“ 扶不起的
内需”。

抢购海外高档货，国内的家常货却卖不动，
两相对照，的确很难想象这是一国国民的消费结
构。不过，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不管消费
格局如何让人看不懂，但放在“ 内需”被屡屡强
调并提及的背景下，假如能把海外高档商品的消
费能力或多或少转移回来一些，“ 内需”的提振，
也该是指日可待。相关部门的这一算盘，倒也不
失明智。

消费其实理应是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从这
个角度来看，中国人令世人咋舌的海外奢侈品消
费能力，当然说明中国人口袋鼓了，对此，即便不
必引以为豪，至少也大可不必羞于见人。但是，假
如不先搞明白海外消费热，国内消费冷这一“ 冰
火两重天”格局的真正成因，便指望把跑出去的
海外消费能力引回国内来提振内需，恐怕也只能
是一厢情愿。

事实上，认为海外高档商品买家们个个都财
大气粗，从不讲价，很多时候其实也是一种想当

然式的误读。之所以高档商品消费会呈现国内
国外两重天，自然也就不能全怪中国富人们崇
洋媚外，进口税导致国内进口商品价格高企，其
实才是把中国富人们的奢侈品消费需求逼出国
门的真正推手。既然如此，通过降低奢侈品进口
税，或是引入竞争，让国内进口高档商品的价格
降下来，也不失为把海外消费引回国内的对症
之策。

不过，问题在于，拉动内需的目的其实并非
为了内需本身，而是寄望于通过提振内需来提振
国内经济，并通过内需来支撑起因外需萎靡而波
及的国内产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便是把进口
高档商品价格压得比欧美还低，让国内富人改在
家门口扫货，其实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
的问题。

事实上，提振内需如果寄望于海外扫货的富
人，本就是一种错位。高档商品的消费能力再强，
也仅占据金字塔顶的部分，而真正的内需提振，
则更应指消费结构中金字塔的基座，指望把中国
富人的消费需求引回国内来提振内需，自然是打
错了算盘。无论怎样调整政策和降低税率，都将
难以如愿以偿。

而之所以出现海外消费需求旺盛，国内消费
却不振的吊诡格局，普通收入者的生活却没有在
中国经济迅捷发展的过程中得到同步的提升，反
而日渐形成了两头差距越来越大的哑铃型的收
入分配格局，恐怕才是根源所在。而真要提振内
需，与其纠结于究竟该降低高档商品进口税还是
引入更多高档品牌，倒是不如在调整收入分配和
完善保障体系上多下功夫。

□丁烨
教师节中，取消教师终身制的新闻不啻

一石激起千层浪。从外行人眼里的“ 铁饭碗”
到每5年一次的考核，不通过即淘汰出教师队
伍，这其中的变化及内涵耐人寻味。教育部门
的初衷想必是欲开风气之先，以更明确的制
度规范教师队伍，剔除终身制可能带来的惰
性思维与不良之风，官方称谓为“ 提高教师任
职学历标准、品行和教育教学能力要求”。不
过在执行这次改革的同时，有一些至关重要
的问题却不容回避。比如，由谁来考核，如何
考核，考核的内容以及谁来监督考核的公平
公正性等等。这些问题不应只由教育管理部
门拍脑袋设计，而应采取听证会、草案公示等
多种渠道，广泛听取全国各级一线教师的意
见，真正将改革的愿望落在实处。

在我国，各种改革大都具有良好的初衷，
却屡屡在执行层面遭遇挫折、甚至产生猫腻，
进而导致革新愿望的最终破产，这恐怕也是
一种独有的“ 中国特色”。究其原因，众多的
改革方案都或多或少存在脱离实际，缺乏实
际操作可能的弊端。更有甚者，由于条款不
清，存在明显规则漏洞，在操作层面又缺乏监
管机制，导致钱权勾结，一片混乱，严重背离
改革的初衷。

从一定意义上说，设计方案的管理者如
果缺乏资深的一线经验与亲身体悟，一般很
难在设计规则时设身处地，全盘考虑问题。对
于本次取消教师终身制，改为每5年注册一
次，即存在各种各样的疑问。许多人担心，在

举国教育较国际先进水平仍然落后的今天，
在许多地区仍然严重缺乏从业教师的今天，
在大多数青年人都不愿读师范做老师的今
天，这一改革的公布，会为本就颇受冷遇的教
育事业再浇上一盆冷水。人们担心，在每5年
一次如何考核教师的执行层面，会不断出现
见不得光的猫腻，出现功利主义。人们还担
心，这样的5年一大考，会让许多原本沉心于教
学育人的老师不得不分出精力来应付上级与
考核，适得其反。

这些担心并非毫无道理。哪怕是在发达
的沿海城市，教师的待遇虽然在政府多年的
努力之下已有所提高，但仍然赶不上物价飞
涨的速度。与此相对应的，随着家长们望子成
龙的愿望日益迫切，大多数普通的一线教师
已承担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精神压力，并还须
为个别害群之马违反师德的行为付出一并被
谩骂的代价。因此对许多年轻教师而言，他们
的愿望是“ 下辈子再也不做老师”。

本次改革中，教育部门理应给予一线教
师发言的机会，倾听他们的诉求，而不是自上
而下一刀切式地执行，更重要的是在各个地
方执行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细则时，也应考
虑一线教师对此番考核内容与考核方式的意
见与建议。

教育事业关乎国之大计，关乎国之未来。
只有当老师们感受到这份职业的尊严与荣
耀，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整个国民教育的水
平，而这份尊严与荣耀来源于对每一位兢兢
业业、教书育人的老师的诚意与尊重。

教师考核须有明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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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教师节，国人尊师重教的传统，正演变为两难的道德考题。连日来，记者在上海、江苏、辽
宁等地调查发现，在一些热点中小学，一边是家长苦恼送不送礼、送多少，一边是老师纠结收不收
礼、怎么办，双方均患上“ 红包”焦虑症：理想教育的天平承载不了越来越重的红包。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