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10 期

5
新华每日电讯/2020 . 8 . 24/星期一

本刊主编：刘荒

执行主编：黄海波

版面编辑：刘梦妮

版

投稿邮箱：mrdxtgb@163.com 电话：（010）88051946

贵州凯里市环城高速公路
“违 法 用 地 事 件”追 踪

8

本报记者郑天虹、赵琬微、周畅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
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国普惠性
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公办园达到50%，基本建
成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
体系。

今年，各地为了完成指标，加快推进营利性
民办幼儿园的转型。记者调查发现，部分“退场”
的营利性民办园，面临前期投入无法收回的困
局；部分转为普惠性的民办园，则因补偿不到位，
靠降低教师工资、兴趣班收费等方式维持办学
质量。

意在解决“入园难”“入园贵”的民生举措，在
个别地方出现家长、办园者、教师和开发商都不满
意的窘境。业内专家表示，营利性民办园转普或
转公，要精准施策，避免“一刀切”，维护学前教育
从业者的积极性。

转公转普“水土不服”

福州市马尾区耶鲁东方名城幼儿园，是一家
小区配套营利性幼儿园。办学8年来，在当地教育
局民办幼儿园年度检查评估中，连续4年排名全区
第一。

今年该幼儿园接到通知，办学场地要收回移
交，用于改办普惠性民办幼儿园。

耶鲁东方名城幼儿园与小区开发商所签租期
到2032年12月31日，但后者以幼儿园要转型为由，
认为之前的租约无效。在疫情下复学之后，开发
商停水停电，要求其搬离。

园方认为，自己既无办学不当过错，也向政府
书面承诺，愿意在原址改办普惠性幼儿园，不接受
开发商单方面的决定，于是将其告上法庭。

然而，园方最终败诉。教育部门至今无明确
回复，全园师生也不知道9月是否能在原址如期
开学。

在近期下发的《福州市马尾区教育局关于印
发2020年秋季幼儿园招生工作方案的通知》中，对
耶鲁东方名城幼儿园的招生信息表述为：“拟办成
普惠性幼儿园”，月保教费一栏写着“待定”。

广州白云区时代玫瑰园小区配套的孙瑞雪幼
儿园，是一家营利性民办幼儿园。2006年开始办
学，2015年租约到期之后，园方迟迟不愿搬走。当
地教育部门给了其4年过渡期，定于2019年9月起

转为公办幼儿园。
直到去年5月，园方仍不愿离开。可是每月

5000元保教费，令这个并非高档小区的居民不满
多年，于是家长们联合上访，最终在一个月后，当
地教育部门强制对该幼儿园摘牌，改为公办，每月
收费1千多元。

广州珠江帝景幼儿园，在今年转为公办幼儿
园后，老师平均工资从每月3000多元降到1000多
元，过节费、奖金甚至寒暑假都被取消了。幼儿园
运营方对老师说，想保证原有收入，必须配合公司
要求幼儿报读兴趣班。

珠江帝景是一个高档小区，业主普遍对学前
教育有较高要求。有孩子家长提出，希望孩子能
接受更好的教育，不在乎学费从两千多元降到一
千多元，“如果老师收入不体面，人心不稳，影响办
园质量，还不如不转公办”。

园方喊冤家长叫苦

记者调查了解到，营利性民办幼儿园转型后，
存在前期投入无法收回、办园质量降低、家长负担
不降反升等问题。

一位不愿具名的连锁幼儿园负责人坦言，转
型后遇到的最大困难，在于房租、资产评估等历史
遗留问题如何协商解决。

“在大连某地，我们三所优质高端园被收回改

成公办园后，却被告知因为当地财政困难，无力支
付我们的前期投入补偿。”这位幼儿园负责人表
示，转成公办后，按照580元/生/月收费，给幼儿园
补贴365元/生/月，“合计收费勉强够支付教师工
资，但主管部门要求幼儿园运营维修等费用仍由
我们承担，造成幼儿园无力维持。”

记者梳理相关案例发现，不少小区配套的民
办园，和开发商签订的场地租期一般是10年到15
年。由于周期较长，成本回收是逐年分摊回收，前
五年就能盈利的民办园基本没有。如果在转型
后，对前期投入和累计亏损补偿不够，甚至“一笔
勾销”，极易引发矛盾。

“我们的租约未到期，开发商就要我们停止
办园，于是我们走司法途径寻求解决，希望开发
商赔偿我们前期投入的损失，但是败诉了。”耶鲁
东方名城幼儿园举办方代表张海涛说，法院认
为，这是不可抗力，根据国家规定，办园场地被政
府收回。

张海涛有很多想不明白的地方：“既然产权
属于政府，那地产商凭什么收我们租金？是否
应该退回来？我们在场地上建设的建筑、设施
和固定资产，该有谁来补偿或者赎买？开发商
断水断电锁门，是否侵害在校学生和教师的合
法权益？”

此外，个别地方在民办园转公后，由于缺乏
经费，采取公办委托模式要求举办者继续运营，

但要求执行几百元的公办收费，与当地公办园
的年度经费相比相距甚远。幼儿园为了生存，
要么违规收费，要么降低成本招用实习老
师等。

前述连锁幼儿园负责人说：“我们提出按公
示及审计成本核算补贴，有关部门回复‘补贴无
法增加，你们可以通过降低教师工资，或者重新
聘用低学历低工资教师来降低成本，对教具等
设备可以不更新不新增投入。”

教师收入如果受到一定限制，将直接影响
师资培养。广州珠江帝景幼儿园今年转为公办
后，幼儿园全体员工因福利待遇大为缩水，四处
投诉。负责人告诉记者，老师平均工资从每月
3000多元降到1000多元，过节费、奖金甚至寒暑
假都被取消了，部分教师辞职。

记者走访发现，在北京，普惠性幼儿园老
师，税后收入拿到5000元左右算不错的了。如
果幼儿园支付房租等，勉强能留在北京。如果
幼儿园不负担房租，老师很难留下。大批幼儿
园教师总是处于“新人”的水准，势必影响整体
教育质量。

营利性民办园转公或转普，是为了解决群
众“入园难”“入园贵”，有家长对此“体感”并不
明显，有的甚至感到负担不降反升。

孩子所在的幼儿园转型后，就有家长吐槽，
不提供素质特色课程和延时服务，家长必须4点

半接孩子，对双职工家庭造成很大困难；家长对
孩子的才艺、运动、美术等都有需求，但幼儿园
不再提供服务，家长就要花更多的钱去参加社
会上的培训机构，费用更高不说，质量还没法
保证。

广州珠江帝景幼儿园家长吴可担忧，受制
于成本经费，幼儿园很难招到好老师，最终受影
响的还是孩子。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为
了达到80%普惠园和50%公办园的目标，部分
地方采取强制方法来解决，导致一些民办园撤
出。如果民办园撤出，政府就要投入更多的钱
去办公办园。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老百姓可
能在短时间内尝到甜头，但长久来看可能会出
现更高的收费。

加大投入精准施策

目前，关于小区配套幼儿园转为公办或普
惠园，国家提倡坚持“一园一策”“一园一案”，不
搞“一刀切”。

多位民办幼儿园从业者、业内专家建议，转
型要精准施策，必须考虑三个因素。

一是地方经济实力。公办幼儿园需要公共
财政投入，不仅需要钱，而且需要场地和足够的
师资。每个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幼
教师资储备也不同，所以要看地方政府在财力、
人力、物力等方面是否具备条件。

二是当地公办幼儿园和民办幼儿园的整体
发展状况。如果公办园严重不足，民办园质量
也比较低，就需要政府巨大投入来改变现状；如
果公办园数量不够，但民办园办学质量并不差，
那么完全可以让民办园继续举办。愿意转成普
惠园，政府给予普惠补贴，确保“家长少花钱，质
量不变”。对于财政有困难的地方，如果暂时无
法给予普惠园补贴，则可以考虑出台一些配套
优惠政策。

三是家长的意愿。小区配套幼儿园是否必
须转为普惠园，要看大多数幼儿家长的意愿。
如果这个小区属于高档小区，家长对孩子的教
育期待高，愿意多花钱，也不一定都转成普
惠园。

储朝晖表示，当下幼儿教育经费投入是偏
低的。根据2017年统计数据，幼儿教育经费在
教育投入总经费中占7.6%；财政性投入中，幼
儿教育经费不到5%。要解决3岁到6岁孩子入
园问题，财政至少拿出9%的比例经费，才能维
持正常运转。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原副会长、学前教育专
委会第二任理事长杨志彬认为，学前教育的普
惠性发展，是为了实现“幼有所育”的战略思考，
是全局性的，是宏观的；普惠园则是对某个幼儿
园的界定，是具体的，微观的，“不能把学前教育
发展美好愿景，简单地聚焦在民办普惠园建设
上”。

业内专家呼吁，要采取措施，切实提高民办
普惠园幼儿教师的待遇问题。给民办幼师提供
奖励和补贴，让他们能够享受和公办园幼师同
等的社会尊重、同等的培训机会和同等的岗位
津贴。

部分基层教育工作者表示，教育部门要参
与到城市规划中。这个区域有哪些小区、要配
套多少幼儿园，需要征求教育部门意见。不能
在城市规划设计时，就没有考虑幼儿园。

（应受访者要求，吴可为化名）
编辑黄海波

部分民办园“转公转普”，园方喊冤家长叫苦
本意在解决“入园难”“入园贵”，却“水土不服”陷入多方不满窘境

▲图为福州市马尾区耶鲁东方名城幼儿园。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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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顶多读个技校”到考上北大清华：留守儿童的逆袭
随着父母收入稳定舍得投入，农村学校条件不断改善，留守儿童更加阳光自信

本报记者白田田

在“先天不足”的环境中，他们顽强地向上生
长——湖南耒阳 18 岁“留守女孩”钟芳蓉，以优异
成绩填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多次登上“热搜榜”，
最近更是收到了多家考古所和博物馆寄来的礼
物，被网友亲切称为“考古圈的团宠”。这位性格
内向的女孩，回应专业选择时坚定而有力：因为热
爱，所以选择。

贴着“留守儿童”标签的钟芳蓉，像一束光，照
亮了这个庞大的群体。如何让留守儿童群体能够
享受更好的教育，出现更多敢于追梦、能够追梦的
“钟芳蓉”们，是“热搜”背后的冷思考。

梦想的光芒

“为什么选择冷门专业”“穷人家的孩子不要
去学什么当诗人”……对于钟芳蓉选择北大考古
专业的热议，一定程度上来自于人们对于“留守儿
童”的刻板印象。

比如，人们一般会认为，留守儿童要考出好成
绩很难，应该珍惜机会填报更“好”的专业；留守儿
童的家庭比较贫困，应该选择更加赚钱的职业。

然而，钟芳蓉代表了留守儿童的另一种形象：
成绩好、有主见、有理想，会为了“纯粹的热爱”而
去做某件事。

正如钟芳蓉就读的耒阳正源学校校长罗湘云

所说，留守儿童没有安逸、“被宠着”的成长环境，
反而可以朝着自己的目标，心无旁骛地学习。据
他观察，他们学校的留守学生，大多学习努力，尤

其是到了高二、高三时，表现得更有冲劲。
这所民办学校，此前考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

学的 10 名学生中，有 8 名是农村留守学生。

和耒阳一样，湖南省祁东县也是一个百万
人口的劳务输出大县，外出务工人员有 30 多万
人。距离县城 40 公里的启航学校，是一所农村
九年一贯制民办学校。现有留守儿童 2000 多
名，占学生总人数的 90%。

在启航学校任教的张华老师，这些年明显感
受到留守儿童的变化。“以前很多留守儿童只看到
眼前，觉得爸妈是打工的，自己顶多也就读个技
校。”张华说，通过教育引导，现在大部分孩子在精
神层面发生了蜕变，敢于梦想，并努力去实现。

“长大后要当博士”……这些孩子说出自己
的梦想时，质朴而又稚嫩的脸上闪耀着光芒。

很多留守儿童的父母也有着较高期望。他
们一般在外打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并不像很
多人认为的那样贫困。由于自己吃了没有文化
的亏，他们往往舍得在子女教育上进行投入，希
望“知识改变命运”。

关于留守儿童群体的积极变化，在专家学
者的“大数据研究”中也得到印证。近年，北京
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林丹华，带领国家社科
基金重大项目课题组，对安徽、河南、贵州、江
西、湖南等地的留守儿童进行了深入调研。

林丹华教授撰文称，课题组对 10 个省份
60 所中小学的 16317 名 9至 20 岁的儿童青少
年进行调研后发现，留守儿童具有积极发展的
重要资源和巨大潜能，应充分认识到，在不利环
境中仍然能够积极发展，是留守儿童的生命常

态。充分发挥留守儿童身上的积极品格，有利
于他们看到自己的未来充满很多可能。

比如，在孝顺、感恩、热爱祖国、有志进取、
坚毅等积极品格方面，超过 70% 的留守儿童处
于较高或很高的水平；大约 60% 的留守儿童，
在父母一方照料或亲戚照料的过程中，学会了
独自处理家务事，锻炼了自我照料能力。

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自强不息的积极品
格，在留守儿童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伴随着他
们以后的人生道路。

1989 年出生的谢正，曾经也是留守儿童。
他的人生就是不断拼搏的历程：考上大学，毕业
后在一家民营企业工作，后来考取选调生，隔了
几年又从偏远的县城考到省城，成为湖南省直
机关的公务员。谢正坦言，他之所以要不断“突
破”，不仅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也是为了自己
的孩子不用像他小时候那样。

现实的问题

留守儿童积极发展的同时，他们普遍面临
的现实困境仍然不容忽视。

“95后”女孩舟舟，出生在湘南农村。舟舟的
父母在广东惠州打工，她从小由爷爷奶奶抚养。
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学习成绩不好的她不想读书
了，辍学在家两年，后来跟着父母去广东打工。

（下转 8 版）

▲湖南一名留守儿童填写的问卷调查。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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