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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小 学 招 男 老 师 为 啥 这 样 难
部分地方中小学教师男女比例不均衡调查

成都市、贵阳市的一些小学，男女教师之比
为 1：9；长春市全市中小学专任教师，男女比
例约 3：7 ……尽管教师日益成为社会受尊重
和被羡慕的职业，但部分地方基层城乡中小学
教师性别比例失衡问题仍凸显。

新华社记者近期赴湘川黔吉等多地基层区
县，就此问题的现状、症结与对策展开调查。

“女多男稀”情况仍然存在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近年来，针对当前中
小学阶段教师男女比例不均衡的现状，各地纷
纷出台政策，积极探索招收和培养更多男教师
的措施。但相关问题在部分地方仍然存在。

据成都市教育局统计数据：2019 年在该市
专任教师中，普通小学男教师占比不足三成；初
中男教师占比不足四成。成都市城区一所小学全
校只有 8名男教师，约占全校教师总数的 10%。

在长春，截至 2019 年 9 月，该市专任教师
中小学男教师仅占 2 2 . 7% ；初中男教师占
28.6%；高中专任教师中男教师占 32.6%。

据教育部今年 6 月发布的各级各类学校女
教师、女教职工数，初中阶段教育和普通小学两
分类中，女性专任教师人数都明显高于男教师。

贵州省贵阳市一所小学男女教师比例约为
1：9。该校校长告诉记者，男教师“荒”在一些不
发达地区基层城乡中小学更突出。

不久前，湖南岳阳市平江县招聘教师，最后
获聘的 800 余人中男性不足五分之一。在四川
巴中市通江县、吉林白城市通榆县，近年新招教
师中男老师占比均不足 25%。农村的情况则更
不乐观。

“男女老师在中小学教育中的角色就相当

于家庭中的父亲母亲，缺一不可。”东北师范
大学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善槐
认为，少年儿童在成长期中过度缺乏与同性
别教师互动，将对其性别意识、性格思维产生
不利影响。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与多
名受访的一线教育工作者均认为，在对中小
学生勇敢刚毅等个性品质、缜密的逻辑思维
以及积极动手实践能力等方面的培养上，男
老师的作用难以替代，保持男女教师比例基
本平衡对中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非常重要。

男老师“荒”也给教育教学管理造成困难。
平江县桂花学校校长黄远来告诉记者，因为缺
男老师，学校组织一些需要人力物力的大型活
动困难重重，经常会出现多所学校相互“拆借”
男老师的情况。“学校办运动会，我们就要从其
他学校‘借’教练、裁判，还要动员一些男家长
来当志愿者，否则体力活很难办。”

另外，贵州、成都等地多所中小学校长告
诉记者，由于绝大多数教师是女性，确实会在
碰上生育高峰期时，出现季节性教师短缺问
题，家长意见很大。

招男老师，挺难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导致部分地方中小
学男教师偏少的原因有多方面。

——来源少。“来应聘教师的报名者里，
男性就比女性少得多。”黄远来说。记者发现，
这样的失衡可以追溯到教育培养阶段。据四
川师范大学统计数据，该校近三届本科师范
毕业生中，女生占比超七成，2020 届本科师
范毕业生男女比例为 22：78；东北师范大学

2018 年至 2020 年毕业学生中，男生占比始
终保持在 24% 左右。

——收入有限。在湖南，一位中小学男教
师告诉记者，刚毕业的大学生应聘成为特岗
教师后，月工资加上绩效工资、补贴等，一年
收入不超过 5 万元，“一个人吃饱倒是没问
题，但想要存钱买房安家真的困难。”

多地教育局负责人坦言，部分地方中小
学青年男教师收入渠道有限，现实收入水平
与社会普遍对男性承担家庭经济责任的期待
不符。

——留不住人。采访中，贵州一名乡村学
校校长将中小学老师称为“一眼望到头”的职
业，在他看来，职称晋升慢、进步空间小等因
素影响了男性进入中小学教师行业。四川省
规定，省一级示范高中副高级岗位占比不高
于 40%，而小学副高级岗位占比却仅为不高
于 15%。

由于职业发展空间有限，导致部分地方
基层中小学本就稀缺的男老师持续“外流”。
“有的考公务员到乡镇或其他事业单位工作
去了；有的辞职从事别的行业了；还有的被政
府部门借调后，就不回来了……”贵州毕节一
位乡村学校校长告诉记者，大部分男教师会
想尽办法将学校作为过渡跳板，谋求更有“前
途”的岗位。

多方施策纠失衡

记者了解到，当前在教师职业内部，男教
师的“流动方向”是由小学初中向外跳槽，由
公立学校向私立学校跳槽，由乡村向城市调
动，这就导致在特定区域特定学段的男老师

“荒”更加严重。
教育部曾表示，下一步将采取多种措施

加强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改善教师队伍男女
性别比例不均衡情况。一是完善教师待遇保
障机制，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
平。二是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加大
对一线普通教师职称评审的倾斜力度，提高
中小学中、高级岗位结构比例，指导各地在岗
位结构比例内开展职称评审。三是加强教师
教育体系建设，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师范大学，
加大招生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优秀男性报
考师范院校。

四川师范大学校长汪明义等多位师范院
校相关负责人均认为，应合理制定招生激励
政策，优化教师招录政策与方式，从人才入口
上改善教师性别比例失衡情况。

四川今年启动了中小学教师“安身工程”
“安心工程”，通过加大教师周转宿舍建设、中
小学教师住房建设，帮助中小学教师安心
从教。

储朝晖等专家认为，当前我国基础教育
阶段教育评价机制比较单一，他建议通过建
立更个性化、更多元的教师评价机制来吸引
人才，进一步提升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尊荣感。

（记者：袁汝婷、胡浩、吴晓颖、骆飞、
李双溪） 新华社长沙 9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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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 9 月 14 日（记
者王攀、马晓澄、胡林果)近日，
一些网络平台外卖小哥的职业
困境，让外卖平台与算法系统
颇受关注。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
现，外卖小哥成为交通事故高
发群体，曾以精准、合理、优化
为标签的算法，引发业内广泛
讨论。

“爬起来想到的第一

件事是不能超时”

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外卖
产业重塑人们日常生活，也成
为各地发展经济和解决就业的
重要抓手。美团发布的报告显
示，2019 年，通过该平台获得
收入的外卖骑手总数达到
398 .7 万人，比 2018 年增长
23.3%；今年上半年，在美团平
台上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达
295.2 万人，同比再度大幅增长
16.4%。

收入相对较高、薪酬支付
稳定、工作时间灵活，是吸引
众多劳动者投身外卖行业的
原因。35 岁的广州外卖小哥
伍召云说，他曾在工厂、酒店、
物业公司工作，2017 年加入
外卖队伍至今，“觉得这个职
业是很有奔头的”。

在外卖骑手数量持续增长
的同时，外卖小哥成为交通事
故高发群体。近年来，国内多地
都发生过外卖小哥因闯红灯、
违规并道导致人员死亡的恶性
交通事故。

记者从深圳交警部门获
悉，仅今年 8 月，深圳全市就
查处快递、外卖送餐行业交通
违法 1.2 万宗，占非机动车违
法案例总数的 10% 以上。上
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医护人员
说，8 月的每周都会遇到与骑
手相关的单子。

“赶时间”是核心原因。一位骑手说，2018 年前后平台给
他的每单送餐时间是 40 分钟，但后来被压缩到 30 分钟。“有
时候从商家拿到外卖都过去 20 分钟了，剩下的 10 分钟我要
骑行 3 公里、跑进小区、等电梯上楼。”他说。

平台压缩时间的主要依据是建立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基础上的算法系统。与算法系统相配合的还有一整套严格
的考核机制：一方面，外卖平台以“按单计价”激励外卖骑手
尽可能多接单送单；另一方面，平台通过准时率、差评率、配
送原因取消单量等考核严格约束骑手。准时率的降低，意味
着外卖骑手在平台的算法中失去了“接单优势”，也会在内
部排名中降低名次，无缘各类奖励。

这种“算法加考核”的机制，令从业者心理压力倍增。一
位骑手说，有一次他与电动车相撞，“当时爬起来想到的第
一件事就是不能超时，都顾不上想对方和自己伤得怎么样，
现在想起来觉得很荒唐。”

算法为何会“失控”？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算法困境”背后的深层问题值得
关注。

一方面是平台“逐底竞争”，导致算法“失衡”。
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第二季度，美团外卖、饿了么两

家已包揽了外卖行业近 95% 的市场份额。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外卖行业

高峰期短且集中的特点，决定了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集
中在送餐速度上，导致原本应该综合多种指标的算法，忽略
了骑手的安全和压力状况。

“外卖行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逐底竞争’，即不断试探
送达时间的底线指标。把所有的竞争参数穷尽了后，压力就
被推到骑手那里，导致骑手处于极限和超负荷的工作状
态。”他说。

另一方面是复杂用工关系令风险转移，导致算法“失
责”。

记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多数外卖骑手和外卖平台之间
形成了复杂的雇佣关系。很多外卖骑手往往不跟平台直接
签约，而是通过一些 App 跟第三方劳务公司签约，且劳务
公司频繁更换。当出现事故的时候，容易导致多方相互踢
皮球。

在一起外卖骑手撞伤行人案件中，骑手称 2018 年 9 月
加入某外卖平台，刚开始 App 上的劳务协议显示雇主为宁
波裕米公司；2019 年 8 月 App 上的协议又变更为杭州邦
芒公司，他搞不清楚雇主究竟是谁。在出事后的庭审过程
中，宁波裕米与杭州邦芒均不承认黄某是自己的雇员。

负责审理该案的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法院法官刘波说，
从合同上看，骑手和劳务公司之间是劳务关系，但实际上劳
务公司与骑手的关系十分松散。平台用接单量、客户投诉情
况考核骑手，充当了“雇主”的角色。而一旦交通事故发生，
平台却躲在劳务公司背后，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在现行法律法规下，交警没办法处罚企业，只能处罚骑
手。出了交通事故，是骑手个人而不是企业需要承担违规违
法成本以及伤残死亡风险等。

仅有算法是不够的

面对社会质疑，饿了么称将尽快推出新功能——“我愿
意多等 5 分钟/10 分钟”按钮，供消费者选择。美团则称将
改进调度系统，给骑手留出 8 分钟弹性时间。

有受访人士认为，解决外卖骑手面临的困境，最重要的
是平台企业能够正视、尊重和真正保障劳动者权益，而不是
让算法成为只会为企业赚钱的冰冷工具。

近年来，面对新兴业态的挑战，多地已开始加大管理力
度。比如，广东佛山已建成 89 个固定交通安全教育点，加大
对外卖快递骑手等群体的交通安全教育；对于员工交通违
法较多、交通安全管理薄弱的外卖企业，佛山公安交警组织
约谈企业负责人。

马亮建议，新兴业态必然会对现有的法律法规构成冲
击和挑战，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职业安全、安全生产等的
通用性法律，需要及时修订。跟某个行业直接相关的问题，
也需要新的法规及时回应。

此外，外卖行业的问题牵涉多个部门，应进一步明确主
要监管部门，对失序的竞争行为进行纠偏。马亮还建议，外
卖骑手属于“流动中的安全生产问题”，也应该纳入地方政
府的考核体系，压实地方政府监管和执法责任。

（参与采写：毛一竹、毛鑫）

安徽一男子伤人致死，获刑 12 年，却以
“保外就医”名义并未蹲过一天监狱，并结婚
生子。这也是继内蒙古一男子杀人获刑 15 年
却一天监狱没进过，还逍遥自在当起了村干
部，以及另一名因犯故意杀人罪本应在监狱
服刑的男子王某凭借“保外就医”在狱外活动
长达 7 年之后，又一起受到公众关注与质疑
的反常案件。

让患有重疾的罪犯“保外就医”，原本是彰
显人道主义的司法实践。但在执行中，却遭遇
了变形、走样。在“纸面服刑”15 年案件中，杀人
者当年“保外就医”的关键证据“不翼而飞”，着
实可疑；另一起案件中，当事人却在狱外活动
长达 7 年，背后的真相已然浮出水面——法院

公布的裁定书显示，5 名狱医不同程度参与了
对王某 6 次“保外就医”、1 次暂予监外执行的
病情鉴定造假，使未达到病情危重程度的服刑
犯王某，仅“纸面服刑”。5 人分别以玩忽职守
罪、滥用职权罪，判有期徒刑 3 年至 5 年 6 个
月不等。

“保外就医”，不能成为脱罪法宝。应当看
到，近些年，由于缺乏有效监督，一些“保外就
医”变成了“保而不医”，甚至演化成了滋生腐
败的黑色交易。同时，有的“保外就医”，明显不
符合相应的条件或是超过了必要的时限，一经
启动便“一保到底”，使违法犯罪人员逃避应有
的惩处。在一些反腐电视剧的经典桥段中，明
显失当的“保外就医”也成为被针砭的对象。

“保外就医”，绝不能偏离法治轨道，不
能为犯罪分子开辟“逍遥狱外”的特权通道。
相关决定的作出与执行，必须有严格的制度
流程，必须有充分的现实依据，必须有全链
条的严密监管。否则，任由失当的“保外就
医”横行，既是对受害者的明显不公平，也会
直接侵蚀法治公信力。

当前，在部分“保外就医”事件屡屡引发
质疑之际，有关部门绝不能视而不见、选择性
失明。一方面，对于作出“保外就医”决定的过
程，应当进行全面调查，详查每一个环节的相
应依据，详查是否存在明显的弄虚造假以及
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另一方面，如果调查发
现其中确实存在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等违法

问题，也必须追责问责，依法予以从重处理，切
实提高违法成本、形成震慑效应，进而遏制住
试图钻制度“空子”的违法乱纪行为。

所有的“保外就医”，必须能够经得起法律
的审视，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举一反三，真正把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保外就医”相关决
定的作出者不敢任性而为、肆意妄为，才是对
法治原则的敬畏与恪守。是时候对“保外就医”
来一次全面“体检”了！

（本报评论员梁建强）

该对“保外就医”来一次全面“体检”了

选购儿童口罩，这些细节要“擦亮眼”

新华社北京 9 月 14 日电（记者张辛欣、谢
希瑶）随着各地学校陆续复课，儿童口罩的需求
逐渐上升。市面上的儿童口罩五花八门，品类众
多，价格也参差不齐。怎样选购安全有效、品质
过硬的口罩，备受关注。

日前，我国发布了《儿童口罩技术规范》推
荐性国家标准，对材料、佩戴、使用等指标作出
专门规定。记者就此采访了参与标准制定的协
会、专家、口罩生产商。选购儿童口罩，这些细节
要“擦亮眼”！

不能选再生料 安全要放首位

佩戴口罩是为了有效防护，口罩本身不能
成为“污染源”。什么样的口罩适合孩子？表面印
花会否带来安全影响？怎样从外观、材料等进行
直观判断？

材料直接接触儿童肌肤，其安全性是挑选
口罩的重要考量。“《儿童口罩技术规范》提出了
19 项主要性能指标，包括安全、防护、舒适等方
面，以安全为大前提。”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
协会会长李陵申说，标准规范了儿童防护口罩
和儿童卫生口罩两类产品，在明确颗粒物过滤
效率分别不低于 95%、90% 的同时，对生产企
业原材料选用提出更高要求。

“相比较成人，儿童口罩一个重要的区别就
是更注重减少心肺负担。”口罩滤材生产商泰达
洁净公司有关负责人说，安全的口罩需要强大
的“心脏”，即熔喷布要足够低阻、足够高效。

在无纺布选择上，标准明确口罩原材料不
得使用再生料。“生产企业千万不要为低成本选
择添加回料或碳酸钙填充物的无纺布材料，这
些往往会有荧光剂。”儿童口罩生产企业蓝禾医
疗董事长曹军提示说。

市面上，不少儿童口罩都印有各式各样的
卡通图案，这些印花是否会对口罩效果带来影
响？李陵申表示，标准建议口罩与皮肤直接接触
材料不应印花或染色，消费者在购买时要特别
留意。但口罩外观印花不会带来影响，协会也鼓
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个性化设计，提升儿童
佩戴体验。

此外，专家提示选购口罩要对外观进行检
查，不应存在可触及的锐利尖端和锐利边缘，不
应选购系带式口罩，配有呼吸阀的口罩呼吸阀
应牢固不变形等。

“这些标准加大了对安全性能的强化，我们

正在组织和推动更多口罩生产企业‘对标’生
产，也希望消费者能够‘对标’选购。”李陵
申说。

降低通气阻力 舒适与防护都重要

在对颗粒物过滤效率、细菌过滤效率等
提出明确要求的同时，标准特别提出，儿童防
护口罩要求呼气阻力和吸气阻力均不高于
45Pa；儿童卫生口罩要求通气阻力不高于
30Pa。在佩戴舒适性方面，推荐采用可调节
式口罩带。

“对呼吸阻力的限制是基于儿童实际佩
戴感受而来，并综合考虑了国内外儿童口罩
和过滤材料呼吸阻力的实际数值、人体舒适
度等要求。”李陵申说，儿童处在身体成长发
育阶段，头面部尺寸和呼吸系统能力都小于
成人，要格外注重口罩的通气性能。

他建议，消费者在选购时要特别留意其
标注的呼吸阻力等参数，切勿仅关注防护性
能而忽视使用感受，避免佩戴时出现憋闷感。

按“标”选购的同时，专家也给出了一些
直观的判断依据。“比如，符合防护要求的儿
童口罩一定是立体设计的，普通的卫生口罩
则以平面居多。一般而言，在低风险地区佩戴
卫生口罩即可。”参与标准制定的中国产业用
纺织品行业协会专家赵瑾瑜建议，家长可依
据场景在选择时进行参考。

“市面上销售的口罩包装上都会印有执
行标准。标注‘GB/T38880 — 2020’的儿童
口罩表明生产企业进行送检并通过第三方机
构测评，可作为消费者选购依据。”赵瑾瑜说。

百余家企业过检 购买认准正规渠道

记者从中国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协会了解
到，标准的制定经历了广泛采样、调研与测
试。其中，参加标准起草的口罩生产企业有
20 多家，目前送检并通过测试的企业超过
150家。

“目前市场上口罩生产企业很多，生产口
罩的大多都涉及儿童口罩，品牌也比较杂，很

难说谁占据很大市场份额。”赵瑾瑜告诉记
者，我国口罩产业快速发展，品牌知晓度并不
高。制造企业多是接单生产，除了一些企业建
立了线上渠道，更多是通过分销商进行销售，
销售网络较为复杂。

当前，大量儿童口罩已经通过依据标准
进行的检测并投放市场。专家建议消费者尽
量选择知名电商或正规实体超市、药店等进
行购买。

“由于口罩品类较为特殊，一些已经达标
的儿童口罩受限于‘非医用’品类，较难向药
店等渠道铺货，建议相关部门和机构能够及
时补充儿童口罩推荐指南，便于渠道商与生
产商有序衔接。”赵瑾瑜说。

此外，根据标准，儿童口罩在包装上需要
注明佩戴安全警示，比如儿童佩戴口罩期间
不应打闹或进行中等和中等以上强度运动，
如佩戴期间出现呼吸不适、皮肤过敏等症状
应及时摘脱等。专家建议消费者在选购和佩
戴时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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