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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龄学生放学“无人接管”的问题曾困扰不少职工家长，被人们称为“三点半”难题。教育部日前印发通知，推广部分

地方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有关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推动课后服务全覆盖，并要求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普遍的正常

下班时间后半小时。

延长了学生在校时间，学校的老师够用吗？不向学生收取费用，常态化保障跟得上吗？记者进行了追踪。

■ 新华社记者 赵琬微 李双溪 骆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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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服务让我们双职工家庭不用逃班了！”下午5

点，在长春市第一实验小学门口，聚集着接孩子放学的

家长们。家长林丹说，“以前学校下午3点左右放学，为

接孩子，夫妻俩轮流请假。接完孩子再赶回单位继续工

作，有时还要托亲朋代管。听说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我

们第一时间报了名。”

除了可以晚点接孩子，一些学校的课后安排还缓解

了家长的“辅导压力”。“在学校写作业更快，放学书包都

不用背回家。”长春市北安小学学生聂炜伯说，老师还给

批改作业、讲错题，回家后和父母关系变得融洽许多。

北京市黑芝麻胡同小学副校长周京胜说，考虑到

学生答疑的需要，学校安排了语文、数学、英语等主科

老师进行课后服务。教师参与课后服务可以接触到不

同班级的孩子，年轻教师与骨干教师搭班也有助于提

高教学质量。

记者在贵阳市观山湖区世纪城小学看到，下午放学

后的校园格外热闹。操场上、活动室里，足球训练、跆拳

道教学、合唱排练等活动丰富多彩。“以前课后只能在教

室写作业，现在能选择很多特色课程。”世纪城小学校长

张文敏说。

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减轻了部分家长的经济负

担。长春市二道区远达小学六年级学生家长高先生对

编程课非常满意。“外面300元一节的编程课，在学校就

能学习，给家长省了一大笔钱。”他说。

学校课后服务广受家长欢迎

据人社部网站消息，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

《“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决定在

“十四五”期间组织实施技能中国行动，并将该行动作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一项重点工

作。《方案》明确提出，通过实施技能中国行动，“十四五”

期间，实现新增技能人才4000万人以上，技能人才占就

业人员比例达到30%。

《方案》披露，近年来，我国技能人才工作取得积极成

效，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全国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

其中高技能人才约5800万，占技能人才的近30%。但

是，技能人才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在总量、结构、培养、使用

等方面，与实际需要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为此，《方案》

明确提出，通过实施技能中国行动，“十四五”期间，实现

新增技能人才4000万人以上，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

达到30%，东部省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例达到

35%，中西部省份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比例在现有基

础上提高2~3个百分点。

“一方面是推动东部省份紧贴区域经济发展，创新技

能人才工作，为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

工匠。另一方面是利用东部地区的成功实践和先发优

势，带动中西部地区技能人才工作，实现东中西部技能人

才均衡发展新格局。”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确保实现目标任务，《方案》从技能人才培养、使

用、评价、激励等环节入手，围绕健全“技能中国”政策制

度体系和实施“技能提升”“技能强企”“技能激励”“技能

合作”四大行动，提出20条具体举措。健全政策制度体

系，重点是健全技能人才发展政策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

能培训制度，完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构建职业技能竞赛

体系。“技能提升”行动，重点是持续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实施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

职业技能提升工程，支持技能人才创业创新。“技能强企”

行动，重点是全面推行“招工即招生、入企即入校、企校双

师联合培养”为主要内容的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

健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大规模开展岗位练兵技

能比武活动，支持企业自主开展技能等级认定。“技能激

励”行动，重点是加大高技能人才表彰奖励力度，提升技

能人才待遇水平和社会地位，健全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

道，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技能合

作”行动，重点是做好世界技能大赛等国际赛事的参赛

和办赛工作，加强技能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促进职业资

格证书国际互认。

《方案》还提出，人社部将根据各地实际，通过与省级

人民政府签署部省(区、市)共建协议等方式，推动各地打

造技能省市。据了解，目前已有河北、山西、吉林、安徽、

河南、湖北、云南、西藏、新疆等9个省份与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签署了技能领域的部省共建协议，共同推进技能

社会、技能强省、技工大省等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

■ 据中新社

校园“延时服务”来了！
课后“三点半”难题有何改善？

实施技能中国行动！“十四五”新增技能人才超4000万

各地参与程度存在差异，部分学校经费紧张

记者采访发现，在各地探索课后服务的过程当中，

不同学校学生参与率存在一定差距，一些学校尚存在经

费有限、教师参与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学生参与率有较大差距。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大兴实验小学从2018年开始探索课后托管服务，学生

自主选择参与，目前实际参与率超过90%。校长王学武

说，开设课后托管之初，学校针对家庭需求开展问卷调

研；根据家长诉求和建议，开展了体育、艺术、科技等类

别的四十余项活动。

但是，记者采访也了解到，有的学校一个年级参与

人数不足20人。部分家长因为“担心麻烦老师”“怕老

师不高兴”，不敢让孩子报名课后托管；也有部分家长认

为学校“只是把学生聚一起写作业，缺乏内容安排，白白

荒废时间”，更愿意让孩子参加校外辅导班。

——经费保障机制有待完善。记者采访及梳理发

现，课后服务多数为地方财政出资，因此受各地财政能力

限制较大。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可以全额买单；而一

些欠发达地区，政府投入较少，学校课后服务经费不足。

福州市教育局答复相关问题时表示，课后服务已纳

入市、县（区）财政预算，但补助最高的福州市市属学校

也仅是每生每学期100元补贴标准，划转当日课时数仅

每人0.5元。

贵阳市在2018年启动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

务“乐童计划”，经费主要由市、县（区）两级财政按照一

定比例给予每生每年300元标准划拨。2019年之后，

在原有财政划拨经费标准不变的情况下，引入了服务性

收费或代收费等方式筹措经费。随着筹资经费渠道增

加，贵阳市“乐童计划”升级版活动更丰富，也更契合家

长和学生的需求。

——针对教师课时增加缺乏配套政策。“家长参不参

与，教师是关键。”北京市一位小学校长表示，家长最关心

的是谁来带班，希望能固定教师。但实际上，不少学校教

师早上7点多到校，下班后还有批改作业、备课等任务，每

天要工作10小时以上，课后服务只能由教师轮岗完成。

长春市一所小学教师认为，课后服务补贴平均一次

只有二三十元，难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也有小学校长

表示，在课后服务的费用分配上，教育监管部门尚缺乏

具体的政策指导。

尽快完善教师激励等配套制度

受访业内人士建议，要切实打通学校课后服务

“最后一公里”，还需从制度上加强顶层设计，给予校

内课后服务明确的制度保障，理顺收费、托管和学生

在校时长等问题的关系，让学校负责人“吃定心丸”。

——建议出台实施细则，完善配套制度。比如，一

些地方还规定“小学生在校时间不得超过6小时”等

要求，与学校开展课后服务要求的关系尚未理顺。

长春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宁建议，针对学校顾虑

的资金分配、校园安全等问题，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应

出台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实施细则，明确财政补贴标

准，促进资源合理分配。

——完善教师激励机制，调动各界参与积极性。

北京市海淀区教委明确提出，下一步在提供大面积、

全覆盖的课后服务工作过程中，在增大工作容量与时

长的情况下，要做好对教师的人文关怀。同时，进一

步做到“家校社”联动，学校组织、家长志愿、社会支

持，解决师资不足问题。

部分受访人员建议，可以将学校老师也纳入购

买服务的范围，让他们在充分发挥个人专长育人的

同时，也能得到相应的报酬，这不仅能增强老师的劳

动获得感，也能让老师感到受尊重。

——给学校更多自主权，提高课后服务质量。一

些专家和学校管理者建议，课后服务应该给学校更

大自主权。一些地方规定，坚决禁止学校借课后服

务的名义组织学生集体补课、集体教学等，但如果学

校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给学习困难的学生提供课后辅

导，也能满足家长对课后服务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