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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既有不少满意，也有一些不满意。 实施“两免一补”

，西部农村５０００万学生的学杂费被免除；推进西部“两

基攻坚”，绝大多数边远地区的孩子走进校园；修订《义务

教育法》，使免费义务教育用法律确立下来；实行代偿机制

，为在基层服务３年的大学生偿还国家助学贷款⋯⋯从年初

到年末，一系列推动教育公平的利好政策令人振奋和温暖，

一声声迈向教育公平的足音清晰而坚定。 和谐社会首先应当

是公平社会，教育公平可以说是基本的起点公平。“自古读

书须缴费，而今上学不花钞。”西部农村学生和家长的心声

，生动地反映了他们对“两免一补”政策的赞许，折射出百

姓对教育公平的满意。 “中国政法大学是面向全国的政法大

学，招生名额分配对全国各地应一视同仁”。该校招生计划

首次按各省人口比例确定，被人们称为“解决招生地域不平

衡问题的有益尝试”，“推进招生改革的大胆创新”。 也应

看到，在推进教育公平的进程中，上学难、上学贵仍是我们

面对的现实，直接影响着老百姓对教育的满意度。今年全国

８省市组织的５０００份问卷调查显示，“上学贵”在百姓

关注的社会问题中仍居前列，成为百姓肩头的一个忧虑。 教

育乱收费引起百姓不满。国家发改委曝光了西安美术学院等

全国８所学校违规收费２２７０万元；河南省实验中学因违

规收费１．７６亿元被查处；北方工业大学等４所高校违规

收费被公之于众。由此看来，治理教育乱收费须标本兼治，



决不可手软。 校园事故频发令人痛心。江西土塘中学拥挤踩

踏事件和黑龙江双城市非法校车坠桥翻车事故发生不久，山

西省蒲县一教学点发生中毒悲剧，６名小学生的生命被无情

夺走。尽管中央三令五申、高度重视学校安全，而学生群死

群伤的恶性事件却接连不断。血的事实告诉我们，必须下大

力加强学校管理，让我们的校园更和谐、更安全。 尽管困难

重重，任重道远，办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２００６又

走过坚实的一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