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太难了！”这是开了十几
年民办幼儿园的齐红最近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她确实很难，而
且是自打开办幼儿园以来没有遇
过的难。受疫情影响，她的幼儿
园面临教师工资、房租、贷款等多
重压力，每个月支出近10万元。

尽管现在已复园，但齐红仍
然高兴不起来，选择入园的孩子
还不到平时三分之一，收上来的
学费跟数月积累下来的债务相比
不值一提。“政府说了要扶持我
们。”她说。

齐红所说的“扶持”，是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的“帮助民办幼儿
园纾困”。

崔建梅认为，我国学前教育

本身就面临发展不充分、不均衡
问题，“入托难”长期存在，如果大
量民办幼儿园迈不过当前坎而倒
闭，疫情之后“入托难”的问题就
更突出了，因此必须把问题解决
在当下，不能任其蔓延。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认为，当
前仅有部分省份出台了对民办幼
儿园的扶持细则，力度有待加
大。受疫情影响的是整个行业，
全国应该“齐步走”，地方政府要
综合考虑财政补助、租金减免、税
费减免、金融支持等政策，采取分
门别类的有效措施出台一揽子扶
持方案。

（据新华社）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思想解放带来
的创新大潮，创造了一系列中国奇迹。

疫情影响下，经济增长呼唤更多动
能，改革创新的需求愈发迫切。作为智
慧凝聚的高地，科技界当领风气之先。

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子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首席专家沈泉看来，“谁
能干就让谁干”表现出国家尊重科学、
实事求是，破除论资排辈“老框框”，不
拘一格选人用人的决心。

“从顶层开始营造科研领域风清
气正的环境，有利于提高科研和创新

效率，对全社会开展创新、创业、创造
活动将产生深远影响。”沈泉说。

不等待观望，不亦步亦趋，拿出
“只争朝夕”的劲头。互联网时代的
“众包”、青年热衷的“斜杠”，正轰轰烈
烈助推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宁德时代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曾毓群已经在一
个重大项目攻关中“揭榜挂帅”。他坦
言，责任巨大，压力巨大。

但这种压力中，也正在汇聚着中
国创新的巨大动力。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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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

学区房、“神兽”上网课、入托难
——代表委员热议教育话题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教育工作的部署短
小精悍，虽然字不多但干货满满，代表委员普遍
认为戳中了问题要害。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教育工作面临多重挑战，如何化解特殊时期
遇到的特殊问题，如何为孩子赢得更光明未来，
引发代表委员关注和热议。

教育均衡化难题怎么破解？

近日教育部表示，始终会强
力度推进就近入学政策。看到这
个消息的当天，北京市民黄海波
发现他所关注的学区房挂牌价涨
了30多万元，而且看房人明显增
多。“政府工作报告说，要优化投
入结构，让教育资源惠及所有家
庭和孩子，让他们有更光明未
来。这句话说到我心坎上了。”他
说。

“学区房的背后牵扯到教育
均衡化这个亿万国民的关切。”
全国人大代表、甘肃省人大常委
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
主任范鹏认为，总体而言我们的
教育资源并不缺乏，缺乏的是优
质教育资源，也就是大家所说的

“名校”。择校热迟迟不能降温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名校”奇货

可居、优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
衡。什么是好学校？主要看教
师，优秀教师聚在一起才形成了
优质教育资源，要采取特殊政策
鼓励优质学校教师向一般学校分
流，缩小校际水平差距。

范鹏说：“就近入学要稳妥推
进，必须以教育资源配置更加合
理，绝大多数人能理解、想得通、
可接受为基础。”

对于采用集团化办学方式推
动教育资源均衡化的做法，全国
人大代表、安徽省宿城一中副校
长刘秀云认为，一定要警惕“融而
不合”的问题。她说，集团校虽然
名字一样，但有的实际上情况不
一，集团化办学必须协同提升师
资队伍的整体素质，而不是学校
换名字。

网课如何上好？

“神兽”一日不归山，老母亲
热泪一日止不住；网课再要上下
去，家庭关系要崩溃……疫情期
间，这些段子火了。让人忍俊不
禁的背后，是教育信息化与线下
教学方式、教学逻辑的艰难磨合。

因为职业身份，全国人大代
表、蚌埠第一实验学校校长崔建
梅专门深入调研了解网课现状。
她说：“客观讲，网课中师生互动
不尽人意、教学效果存在两极分
化现象、受家庭环境影响较大等
情况是存在的。几个月网课上下
来，学生不轻松，家长受不了，老
师们也操碎了心。但这不能否定
网课，而是要总结得失，加大教育
信息化资源配置，推动教育质量
提升。”

全国政协委员、兰州大学校
长严纯华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推动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升，
这是我们追求的高目标，但目前
来看网课只是在形式上达到了隔
空教学，“质量提升”方面远远不
够。未来教育必然是由线上线下
的融合、课堂内和课堂外的无缝
对接构成。如何在加强信息化建
设的同时，探索打破专业、学科、
机构等藩篱，形成更优质的课程
内容和培养方法，是教育工作者
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推动教育信息化，必须考虑
发展不均衡的现实国情。疫情
中，很多城市的学生已经通过
5G、虚拟现实等高科技手段学
习。但有些农村地区的孩子仍不
具备上网课条件。必须采取有效
措施，缩小这种不均衡。”范鹏说，

“教育信息化的路上，孩子们一个
都不能少！”

民办园如何扶上马帮一把？

右图：全国人大代表杨昌芹说：“疫情中我们企业没有一个人失业，还在研发
新产品，还在生产，大家都有活干。”这位“90后”“赤水竹编”非遗传承人是贵州省
赤水市大同镇民族村农民，她开办的赤水市牵手竹艺发展有限公司里，大部分员
工都是当地农村的贫困户和留守妇女。 （新华社）

谁能干就让谁干！
政府工作报告中“揭榜挂帅”释放的创新信号

一句“揭榜挂帅”，给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平添几分豪气。
在谈到依靠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时，报告指出，提高科技

创新支撑能力，“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
话说得够白，释放的信号也很清晰，就是要千方百计把创新能力搞上去。

信号一：促竞争，以市场激发活力

“中国号”经济巨轮的“燃料”供
给，越来越倚仗科技创新。随着国际
形势变化，我国部分产业链供应链受
到挤压，一些关键核心技术亟待突破。

一边是“望眼欲穿”，另一边就不
能按部就班。

“‘揭榜挂帅’要以重大需求为引
导，以解决问题成效为衡量标准，以市
场竞争机制激发创新活力。”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
院副院长樊杰说。

重点攻关既集中力量又加大竞
争？二者其实并不冲突。相反，用好
市场优势，往往配置出更高效的攻关
团队。

张榜竞标后，技术突破加快，成本
随之下降——科技界这样的案例并不
鲜见。一些传统上由大院、大所、大企

业“包圆儿”的项目，引入民营企业、新
型研发机构竞争后，更是产生鲶鱼效
应，提升整体创新活力。

“揭榜挂帅”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趋势。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自动化研
究所所长徐波说，这是理念上的重大
革新。全球创新竞争如此激烈，传统
的科研管理方式必须有所回应，“揭榜
挂帅”是一个小切口，但有望推动建立
一个更开放的创新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重庆绿色
智能技术研究院微纳制造与系统集成
研究中心主任史浩飞说，英雄不问出
处，打破重点项目对参与者的身份限
制，吸纳全社会有能力的机构和人才
参与攻关，不仅提升创新效率，也将培
育一批技术尖子和产业尖兵。

信号二：放手脚，让“能者”有责有权

科技创新，关键在人。创新驱动
实质是人才驱动。

但科学家的手脚，被繁文缛节捆
了很久。进一步解开束缚，方能人尽
其才。

“揭榜挂帅”，让“能者”脱颖而出
是第一步，赋予其充分的自主权，是接
下来不可少的制度保障。

“要营造让‘帅’能做主、能调动团
队积极性的环境。”樊杰说。

当然，放权不是放任。从开始的
设榜、选帅，到中间的监督，再到最后

“论功行赏”，都需要完整的系统设计
和精细的机制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郭华
东说，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要选出
真正有能力、有意愿、有时间的领军人
物，让揭榜的人不仅“能干”，还要“能
把事情干好”。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科学院合作发
展处副处长邓大玉说，配套出台保障机
制和考核机制，让挂“帅”的揭榜者心无
旁骛、放手去干，干得好有奖，干得差要
罚，才能最大程度保证政策效果。

信号三：领风气，创新“只争朝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