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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35个教师节即将到
来之际，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介绍教师队伍建设的进展
成效，向社会公开发布教育行
业重要数据。 教师节自1985年
设立， 至今已经有35个年头。
35年来， 教师队伍在规模体
量、能力培训、待遇水平等方
面有哪些变化？

教育部发布数据显示，教
师队伍规模大幅增长， 全国现
有各级各类专任教师1673.83
万人， 比1985年设立教师节之
初 的 931.9 万 人 ， 增 长 了
79.61%。

这个庞大的职业群体支撑
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
系。

自1985年设立教师节以
来，35年间，教师职称政策不断
调整完善， 中小学高级职称结

构更加合理， 激发了中小学教
师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的热情。

为解决师范教育体系有所
削弱，对师范院校支持不够的
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结合
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和实施
“双一流”建设，国家对师范院
校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目前， 全国以师范院校为
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校参与
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初
步形成。

与此同时，“国培计划”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
训计划）自2012年以来，培训
各级各类教师超过1400万人
次。 其中单设“幼师国培”项
目，有针对性地提升幼儿园教
师素质能力；“国培计划-中西
部项目”， 优先支持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县、 国家级贫困县、

“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
“中西部高校新入职教师国培
项目”， 每年对2000名高校新
入职教师开展专项培训，帮助
中西部新入职教师提升教育
教学能力。

“来不了”“留不住”“难发
展”是乡村学校教师面临的现
实问题。

“特岗计划”“公费师范生
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一系列专项计划向乡村
及贫困地区倾斜。 体制机制理
顺了，乡村教师队伍后顾之忧
越来越少了。

据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从“十二五”起至今，发改
委持续支持边远艰苦地区农
村学校教师周转宿舍建设，累
计安排中央投资超过 200亿
元，支持建设40多万套教师周

转宿舍，为乡村教师安心从教
解决后顾之忧。 此外，在培训、
职称评聘、表彰奖励等方面向
乡村青年教师倾斜，优化乡村
青年教师发展环境。

据了解， 今年教师节的主
题是： 庆祝新中国七十华诞，
弘扬新时代尊师风尚。 教师节
来临之际，教育部将举行全国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表彰活动，表彰全国模范教
师、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
者、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以及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
教育工作者。

教师管理必须久久为功。
既树典型，也设禁区。 据悉，教
育部追授钟扬、郑德荣、李芳，
授予曲建武、陈琳等“全国优
秀教师”称号，并报请中宣部
授予张玉滚“时代楷模”称号。

同时，出台新时代高校、中小
学、幼儿园教师“三个职业行
为十项准则”， 公开曝光了违
反教师行为十项准则的典型
案例。

2013至2018年，全国一般
公共预算教育支出累计16.2万
亿元，年均增长7.9%，一直是
一般公共预算的第一大支出。
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
连续7年保持在4%以上。 同时
调整优化结构，教育投入更多
向教师倾斜，教师工资福利支
出占财政性教育经费比例已
经连续多年超过50%。

下一步， 教育部将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 教师教育振兴、
教师编制配置、 职称制度改
革、教师权益保障、乡村教师
队伍建设。 让教师成为让人羡
慕的职业。 / 新华社

我的电价谁做主？
———国务院大督查第五督查组暗访长春商业用电问题

“理发店每月电费开支三四千元，饺子馆每月电费达八九千元。 因为电费开支太高，附近饭店黄了好几家。 ”长春市二道区天旗凤凰城的个体工商户反映，物业在转供电环节收取的电费
高，明显增加了商户的经营成本。

根据群众在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的问题线索，国务院第五督查组在吉林省长春市就部分商业综合体、农贸市场、产业园区商户反映的商业用电价格高、收费不透明等问题进
行暗访。

大数据来了！ 教育部发布的这些数据与每位教师相关

据了解，2018年底前，
吉林省发改委按照国家统
一部署的降电价措施，分
四批对一般工商业电价降
价， 每度降低电价 0.0885
元，幅度为 10.17%，预计
年均可减轻企业用电负担
11.85亿元。 今年 4月和 7
月， 又先后两次降低一般
工商业目录电价。

从政策层面看， 电费
确实降了， 然而很多小微
企业主并没有获益， 经营
成本中的电费支出依然可
观。“电费这事谁来管？ 以
前多收的电费能退回来
吗？ ”一些个体工商户跟督
查组反映， 特别希望自己
的电费能直接交给供电公
司。

接到督查组反馈后，
吉林省发改委、 市场监管
厅等有关部门马上整改，
连夜赶到相关市场进行检
查。 经初步核实，转供电环
节的多收费情况确实存
在。 有关部门已经督促转

供电主体将多收的电费退
还给商户， 并按照相关法
规进行处罚。

吉林省有关部门表
示，群众利益无小事。 对督
查组反馈的问题要举一反
三，严肃整改，不留死角。
全省已经部署检查工作，
确保商户真正享受到政策
红利。 同时， 将全面推进
“一户一表”试点，切实减
轻工商业企业特别是小微
企业的负担， 增强群众的
获得感。

统计显示，2018 年，
吉林省一般工商业用电用
户共 1348537 户， 经排查
存在转供电用户主体 753
户， 涉及 68161 家终端用
户。

实际上， 转供电环节
加价问题并非吉林省独
有，在全国较为普遍。 据业
内不完全统计， 全国约有
40万转供电主体，3800 万
转供户， 每年用电量合计
约两万亿度。 /新华社

“因为电费高，饭店把炖
煮、备料等环节都转移到宿舍
加工， 给员工加工资搬运，店
里只做必须现场加工的菜
品。 ”一家饭馆的老板告诉前
来暗访的督查组，为了节省电
费，没有客人时，店里连灯都
不敢开， 休息时直接拉闸断
电。一家商铺老板说，自己 100
平方米的店铺，即使只用普通
照明，没有大功率电器，每月
电费也在千元以上。

天旗凤凰城地处长春市
二道区繁华路段，属于消费档
次较高的商圈。 上午十点，记
者跟随督查组来暗访时发现，
这里的底商较为冷清，很多商
铺关门上锁，只剩下稀稀落落
的零星几家商铺在经营。

“有一次店里还有客人，
物业就把电掐了， 我急得不
行。 ”一家商铺老板告诉督查
组， 物业收电费时不给凭据，
他们说多少就是多少。 自己因
为电费跟物业产生纠纷，协商
无果后没交电费，被物业掐了
好几次电。 另一家商铺老板吐

槽说，由于商铺已经付出装修
成本，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

差价去哪儿了？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再降
低 10%。 在长春市各电力公司
营业厅，督查组看到了张贴的
电价明细，一般工商业电价经
过几次降价后，每度电的目录
价格已经调整为 0.7375 元。

然而，督查组暗访长春市
各大市场、 商业综合体时发
现，物业给租赁商户每度电的
价格从 1.2 元至 1.4 元不等，
明显高出当地规定的目录电
价。 这里面的差价去哪儿了？

带着这个问题，督查组走
访了长春几家市场的物业管
理公司。 物业公司的有关负责
人介绍，一般整栋商业综合体
装的是总电表，商户安装的小
电表不能直接和供电公司结
算。 由于电价分为高峰和低谷
价格，加上电路损耗、维修管
理等服务费用，给商户转供电
的费用不再是基础电价，而是
包含了服务费；给商户开具的

收据名目也大多是服务费，而
不是电费。

在长春市一家新开业的
大型商业综合体，督查组了解
到，各家商户的电费价格甚至
不统一。 有的大商户享受供电
公司的基础电价，大多数商户
的电价在 1.2 元至 1.35 元不
等。 而电费的定价，早在商户
与物业公司签订服务合同时
就已经确定，把电价作为双方
的租赁协议内容。

物业究竟有没有转供电
的定价权？

“物业对电价没有定价
权。 物业费不能体现在电费
里，电费应该就是电费。 ”吉林
省发改委价格管理处有关负
责人说。

督查组查阅文件发现，早
在 2018 年， 吉林省有关文件
已经明确要求，转供电主体收
取电费，应该按照目录电价执
行。 至于峰谷差、电线损、公用
照明、电梯费用、人员服务等
费用， 应该以其他费用来结
算，不能加算在电费中。

饭馆老板：没有客人时，店里连灯都不敢开 如何把降下来的电费，传导到终端用户？

如何充分发挥地方主体
作用，促进人工智能与经济社
会发展深度融合？ 近日，科技
部印发了《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工作
指引》。 工作 指 引明 确 ， 到
2023 年，布局建设 20 个左右
试验区，创新一批切实有效的
政策工具，形成一批人工智能
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
典型模式，积累一批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做法，打造一批具

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
智能创新高地。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试验区是依托地方开
展人工智能技术示范、政策试
验和社会实验，在推动人工智
能创新发展方面先行先试、发
挥引领带动作用的区域。 此
前，北京市成为全国首个国家
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
验区，将充分发挥人才和技术
优势，突出“头雁”作用先行先

试，为持续优化人工智能发展
的创新生态做出探索。

此次印发的工作指引提
出，试验区建设以促进人工智
能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
为主线，创新体制机制，深化
产学研用结合， 集成优势资
源，构建有利于人工智能发展
的良好生态，全面提升人工智
能创新能力和水平，打造一批
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样
板，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引领带动全国人工智能
健康发展。

工作指引明确了“应用牵
引、地方主体、政策先行、突出
特色”的四项建设原则，以及
“服务支撑国家区域发展战
略、 以城市为主要建设载体”
的两大总体布局，将开展人工
智能技术应用示范、 政策试
验、社会实验、基础设施建设
等多项重点任务。

工作指引还指出，试验区

建设以直辖市、 副省级城市、
地级市等为主。 拟申请建设试
验区的城市应具备科教资源
丰富、产业基础较好、基础设
施健全、 支持措施明确等条
件。 对于人工智能产业优势明
显、 智能化基础设施健全、应
用场景特色突出、具有较强技
术研发和成果转化能力的部
分县域，也可申请建设国家新
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
区。 / 新华社

我国将布局建设20个左右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