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信 阳 市 教 育 体 育 局
签发人：厉天军

办理结果：A

对市五届人大六次会议
第 121 号建议的答复

张自峰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建议收悉。经市教育

体育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多年来，我市始终重视农村教育工作，强化各级政府主体责

任，加大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快改善

农村教育办学条件，提升农村教师队伍素质，全面落实农村教师

各项待遇政策。

一、对农村教师在补贴、晋升、职称评定方面出台政策，进

行倾斜。一是建立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严格落实豫教师

〔2018〕78 号文件精神，农村特岗教师享受当地在职教师同等待

遇，特岗教师工资性补助标准也提高到每人每年 3.52 万。二是我

市中小学教师各项工资待遇实现制度化发放，切实做到“两个确

保”。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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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收入水平。确保乡村教师实际工资收入不低于城市教师工资

水平。2019 年全省教育大会后，教师待遇有了大幅度提高，乡村

教师平均每月可提高约 565 元，通过发放乡镇工作补贴和乡村教

师生活补助，乡村教师月人均工资收入比同等条件县城教师月人

均工资收入高 453 元左右。三是省、市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农村教

师职称评审政策，对农村一线教师给予政策倾斜，降低了农村一

线教师的职称评审条件和要求，进一步畅通“绿色通道”制度，

拓宽了农村教师晋升职称之路。对乡村学校教师任教教龄符合倾

斜政策，可不受单位结构比例限制，正常申报高一级职称。农村

学校任教满 20 年可直接申报中一职称，满 25 年符合条件可直接

申报中小学高级职称。对农村教师申报中小学教师系列中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业绩条件作适当降低，在农村教师的业绩条

件、教课答辩中进一步放宽要求，确保教师职称评审条件和评审

方式向农村教师倾斜。我市自 2015 年起开始在职称评审过程中执

行“定向评价、定向使用”标准，凡是在农村学校任教的老师必

须以农村教师身份按照农村教师职称参评条件参与职称评审，评

审通过后一律聘任到所在农村学校一线教学。

二、加大农村教师教育队伍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均衡

城乡教育发展是教育队伍发展的大趋势。我市一直把提升中小学、

幼儿园以及中职学校教师队伍能力素质作为准绳，狠抓落实。实

施“信阳名师工程”“乡村优秀教师培养计划”“结对帮扶计划”，

利用全市优质教育资源跨区域结对帮扶农村薄弱学校，形成“城

区学校+农村学校”“优质学校+薄弱学校”的互助联盟机制，推

动优质学校和薄弱学校结对互助。将农村地区新入职的教师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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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到城区优质学校顶岗实习 1 年，由一名骨干教师与一名新入

职教师进行一对一帮扶。每名新入职教师须接受不少于 60 学时的

集中培训或校本研修。建立名师名校网络工作室。常态化开展名

师课堂、网络课堂，推广优秀的研究成果，实施“师带徒、校带

校”项目，发挥名师资源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实现优质学

校带薄弱学校、一线名师培育一线教师模式制度化。建立省、市、

县、乡、校五级联动的教师培养工程。至 2020 年，对全体教师、

校（园）长开展不少于 360 学时的线上线下培训，加强农村地区

体育、音乐、美术等师资紧缺学科教师培训。建立协同、联动教

师发展体系，按学段学科组建名师、专家指导团队，与一线教师

建立“一对一”线上学习共同体，指导教师自主发展、学校校本

研修、跨区域教研，推动教师发展的交互性、均衡性。实施乡村

首席教师岗位计划。全市设立 43 个乡村首席教师工作室，邀请省

内外中原名师、省级名师对工作室建设进行指导，建立乡镇教研

共同体，引领带动乡村教师专业发展，促进农村教师素质全面提

升。通过开展系列活动，涌现出一批尽展其才、各显其能，理念

先进、业绩突出的优秀教师队伍，推动了全市各级各类学校走上

均衡优质发展的快车道。

三、加强农村学校硬件建设，加大信息化教学的投入力度。

我市为大力发展我市教育信息化，“十三五”期间，我市共投入经

费4.2亿元，实现 2632所学校接入互联网，建设多媒体教室24914

座，录直播教室 117 座，“专递课堂”学校 44 所，使我市“校校

通”覆盖率达到 100%，“班班通”覆盖率达到 83%，“人人通”覆

盖率达到了 82%，较好的完成了“十三五”期间国家、省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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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建设要求，为我市各级各类学校更好的开展信

息技术应用奠定了基础，同时对农村教育信息化的建设和发展也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今年作为“十四五”开篇之年，我们将

根据国家、省级要求和先关精神，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教育信息化

建设的投入，特别是“三个课堂”的建设。目前我市还只有固始

县、潢川县、息县和罗山县开展了“三个课堂”的建设和应用，

而其中“专递课堂”的建设更是刚刚起步。“专递课堂”作为弥补

农村师资力量不足、丰富农村教学模式的一项重要举措。下一步

我们将积极督查各县区根据区域需求尽快建成“三个课堂”应用

体系，同时加大对农村教师的信息化培训力度，让教育信息化在

农村教育教学中发挥更大的能效。

衷心感谢您对信阳教育体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欢迎您继续

对我们的工作给予监督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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