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时评 2022.1.13 星期四 编辑 张骞 校对 屈淑彩

文┃新京

日前，教育部出台《“十四
五”公共服务规划》（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明确，“严禁
发达地区、城区学校到薄弱地
区、县中抢挖优秀校长和教
师”，这引发广泛关注。

其实在 2021 年 12 月，教
育部等九部门就发布了《“十
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
行动计划》，明确规定严禁抢
挖县中优秀教师，并提出“对
未经组织人事部门和教育行
政部门同意，恶意从县中学校
抢挖人才的，停止学校各类评
优评先资格”，为县中振兴注
入了一剂强心针。

转过年来，《规划》重申这
一要求，更证明了稳定县中教
师队伍对于振兴县中的重要
性。随着禁令的明确及相关
制度的完善，县中教师队伍不
稳定、优质师资流失的问题有
望得到缓解，这将助力县中提
升整体办学水平，呵护千万县
中学子的成长成才梦。

细致分析可以看出，造成
一些县中优秀校长、教师流失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发达地区、城区学校在打

造名校、超级中学的冲动下，
不惜代价挖抢优秀校长和教
师，而优秀校长和教师也有向
上流动的需求，二者不谋而
合。

经济水平的提高、交通的
便利，再加上在城区学校、超
级中学的虹吸效应之下，县中
优秀教师和生源的双双流失，
就会导致县中办学质量下滑，
县中教育生态持续遭到破坏。

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家
长对县中失去信心、学生缺乏
奋斗改变命运的动力，而教师
也找不到职业尊严和教书育
人的成就感、幸福感。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优秀
生源流失和优秀教师流失互
为因果，并形成恶性循环，由
此刺激更多优秀教师和生源
的流失，导致县中教育持续失
血。

我国县域普通高中规模
超过全国普通高中学校总数
一半，在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和乡村振兴战略中承担着重
要使命，对县域基础教育具有
引领和牵引作用。县中教育
下滑，不仅损害了教育公平，
还导致广大农村学生接受高
质量高中教育的权益受损，影

响的是无数县域学子的前途。
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是

“十四五”期间我国教育改革
发展的主题，高质量的高中教
育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健全完善
公共服务制度体系、推动公共
服务发展的重要内容。而想
要全面加强县中建设，持续巩
固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
平，师资就成了关键。

当然，稳住县中教师队
伍，加强县中教师队伍建设，
除了对恶意从县中抢挖人才
行为划红线，还要强化县中内
在的人才吸引力、凝聚力。

对此，须通过加大教育投
入，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
实现教育经费投入“由物到
人”的转变，用待遇留住优秀
校长和教师；还要用健全县中
教师激励机制，在职称评定、
职后培训等方面给予倾斜，不
断拓展广大县中教师的职业
发展空间。

县中要留住优秀校长、
教师，还要建立在整个县域
教育生态的重塑和优化上。
用制度留人、待遇留人、职业
发展空间留人，更要用事业
留人。

严禁从县中挖人
呵护千万县域学子成才梦

稳住县中教师队伍，除了对恶意从县中抢挖人才行为划红线，还
要强化县中内在的人才吸引力、凝聚力。 1 月 10 日，江秋莲诉

刘暖曦生命纠纷权案一审
落槌，刘暖曦须赔偿江秋
莲各种经济损失 49.6 万
元、精神损害抚慰金 20万
元。得到安慰的不仅有江
秋莲，还有舆论背后的公
众以及诚实信用、崇德向
善的公序良俗。

从 2016 年 11 月 3 日
刘暖曦将江歌关到门外那
刻起，她在理性但不理智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谓
理性，是权衡利弊后的自
私；所谓不理智，是罔顾是
非善恶。然而，刘暖曦在
事后纵然陷入滔滔批评之
中，江歌之母江秋莲对她
的行为也难以接受，但上
升到法庭诉讼，让她为此
付出代价，也非公众意料
之内的事，毕竟凶手不是
她。然而，刘暖曦接下来
长达数年的自私、冷血以
及口刀腹剑，让江秋莲痛
不欲生，公众也愤愤然。

事实上，也正是她持
续理性但不理智的行为，
让江秋莲决定走上法庭，
通过法律匡扶道德、明断
善恶。正如江秋莲所说：

“如果她当时有担当，就不
会有今天这个案子的发
生。”江秋莲的诉讼目的，

也为公众所盼：法律不能
无视道德沉沦，人性之恶
不能一再挑衅公序良俗却
得不到法律谴责。正如一
个网友在支持江秋莲的留
言中所说：“如果这场官司
赢了，我会教育孩子不做
刘鑫那样的人；如果输了，
就教育他不做江歌一样的
人。”

法律必须匡扶道德与
正义，责无旁贷、正当其
时。

法院一审判决大快人
心，然而，用法律温暖人
性，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
救济手段，却是人性的悲
哀。对刘暖曦来说，但凡
有一点良知，都不会有今
天的局面。而判决警示
的 ，绝 不 是 刘 暖 曦 一 个
人。网络上，有不少人为
她辩护，对江秋莲恶语相
向。一个叫谭斌的网民，
因侮辱江秋莲人格付出了
刑责的代价。

人性深处皆有幽暗，
但大部分人都会通过个人
素养以及公序良俗的无形
压力，将其牢牢束缚。不
过，一旦恶魔跑到人间，法
律有义务将光亮照进幽
暗，以稳固道德认知，安慰
世道人心。

法律有义务匡扶道德

虚拟员工离现实有多远

近日，一位获得2021年度万科公司优秀新人奖的员工“出圈”了。这位名叫“崔筱盼”的员
工并非真人，而是数字化虚拟员工。

无独有偶，在江苏卫视的跨年晚会上，以邓丽君为原型的虚拟人与真人歌手对唱。再加
上上海浦发银行的数字员工“小浦”、可以作诗作曲的清华大学虚拟学生“华智冰”、快手推出
的电商虚拟主播“关小芳”、活跃在社交平台的虚拟人“AYAYI”……数字虚拟人应用迎来新一
波热潮。

虚拟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代替真人？应用场景还有多大想象空间？业内人士认为，虚拟人
的兴起折射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走向融合的大趋势，虽然未来虚拟人的智能化水平有望进
一步提高，但要实现真正融合还有不小距离。 新华社发

1月8日，有网友在深
圳市卫健委微信公众号

“深圳卫健委”下求助：“昨
晚9点在龙华中心医院做
的核酸，产妇等着住院要
核酸证明才能入住，什么
时候能出结果啊？12 小
时了。”“医院预约做的核
酸，不是大规模免费筛查
做的，能不能优先安排，因
为真的挺急。”

“电话发我。”“深圳卫
健委”的回复仅仅四个字，
铿锵有力。截至昨晚，这
四个字收到 4.6 万个赞。
值得一提的是，我搜索“深
圳卫健委”时，发现已有 7
个好友关注它，而我的微
信好友里，没有长期住在
深圳的人。一个地方政府
部门的公众号，能吸引千
里之外的异地人关注，“深
圳卫健委”的魅力看来不
小。

眼下正值深冬，气温
下降让病毒再度活跃，新
冠疫情在一些地方卷土重
来。这时候，疫情防控是
当务之急、重中之重。但
是，这不意味着社会正常
的运转机制被冻结，诸如
生病寻医、产妇入院以及
生活用品的供给，都应有

相关渠道的正常运转来保
障。“电话发我”“深圳卫健
委”的回复，意味着一套完
备的处置流程在正常运
转。换个角度，如果没有
应急反馈机制的完善和高
效，“深圳卫健委”也不敢
立刻回复“电话发我”。据
媒体报道，事后两小时，求
助网友的妻子即顺利入
院。

我们把目光收回到平
顶山。这几天，我市对疫
情也高度戒备，防控工作
紧张有序。晚报对基层防
控工作多有报道，如，郏县
茨芭镇为居家隔离人员制
作暖心卡，上面有镇领导、
村干部、村医和一对一服
务人员的电话，有任何问
题都可以拨打上述电话，
就是打电话聊聊天也是可
以的。一个养羊户居家隔
离，饲料即将用完，他拨打
一对一服务电话后，村干
部很快送来了草料。

快 速 响 应 、精 准 服
务。疫情防控雷厉风行，
但宏观防控下藏着很多具
体而微的服务细节。这让
求助者心怀希望，也是工
作人员“霸气”的底气。为
寒风里的工作人员点赞。

“电话发我”的霸气来自哪儿？

⊙雨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