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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我省农村教育，对农村学校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对农村

中小学教师的住房问题十分关注。那么农村中小学教师的住房到底是怎样一个状况，家不在学

校附近的教师是不是都有一个临时周转住房，人均面积有多大，居住条件又怎样，带着这些问

题，省财政厅“四帮四促”第九工作组对麻江县宣威镇中小学教师周转房情况展开了调研，深

入走访宣威镇各中小学校，以座谈、现场走访、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实地考察宣威镇 10 余

所学校，收到调查问卷表等有关资料 178 份。 

 

一、基本情况 

麻江县宣威镇位于麻江县东南部，距麻江县城 35 公里。全镇总面积 222 平方公里，全镇

辖 17 个村民委员会和 1 个居民委员会，203 个村民小组，2 个居民小组，162 个自然寨，全镇

共 8825 户，39362 人（其中户籍人口 38368 人），是全县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一个镇。境

内居住着苗、布依、瑶、畲、仫佬、汉等民族，少数民族人口 35465 人，占 90%，是一个多民

族大杂居小聚居乡镇。2010 年末，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2348 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 

全镇共有初级中学 1 所，教学班 35 个，在校学生 1539 人，教职工 116 人；随着小学寄宿

制工程的推进，小学校点由原来的 21 个缩减为 14 个，设镇中心小学 1 所，片区中心小学 5 所

，村级完小 5 所，教学点 3 个，教学班 105 个，在校学生 3153 人，教职工 190 人。目前寄宿

制学校有 5 所，其中寄宿生人数 2134 人，占学生人数的 45%。 

在参与调查的 294 名教师中，对周转房有需求的有 176 人，占调查人数的 60%，而其中已

解决周转房的教师有 61 人，仅占 21%。 

收回的 178 份问卷表中教师认为对家离学校 3 公里以内解决周转房的 87 人，占问卷调查

的 49%；认为对家离学校 3-5 公里解决周转房的 58 人，占问卷调查的 33%；认为对家离学校 5

公里以上解决周转房的 33 人，占问卷调查的 18%。 

教师认为教师周转房人均 15 平方米比较合适的 2 人，占问卷调查的 1%；认为教师周转房

人均 20 平方米比较合适的 14 人，占问卷调查的 8%；认为教师周转房人均 30 平方米比较合适

的 162 人，占问卷调查的 91%。 

 

 



二、存在的主要困难和原因 

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宣威镇各中小学点多面广，如瓮袍、基东等中心小学，距镇 15

公里，交通不便，条件艰苦，形成了四种类型的教师住房现状： 

（一）住自己的房屋“走教”。据统计，全镇现有教师中有 104 名教师每天“走教”占教

师人数的 35%，部分教师是骑摩托车往返于学校，安全隐患大，已发生过一些交通事故。同时

，大量的时间浪费在路途中，备课和休息时间不足，也给教学带来影响。 

（二）用教学用房、办公用房（少部分挤占学生宿舍）作为教师的临时宿舍的。全镇现有

教师中有 43 名教师由学校解决或临时解决了住房，占教师人数的 15%，挤占学校教学用房，

由此带来的总是难免影响正常的教学用房需要，影响到学校其他功能如图书馆、学生宿舍等，

而且这些房屋大多是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筑标准低，加之年久失修，房屋漏雨、粉化

、破裂等现象比较普遍，有的已成为危房。如基东中心学校教师宿舍始建于七十年代的砖木瓦

房，低矮、潮湿，部分墙体出现裂缝，房屋漏雨等问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三）教师自己租房。数据显示，29%的教师在学校附近租民房暂居住，由于住房不稳定

，随时都可能成为无房户。同时，给教师增加了额外的经济负担。 

（四）住学校简易教师宿舍。从走访的情况看，教师住房人均面积 8 平方米。目前，61

名教师住在学校简易教师宿舍，占教师人数的 21%.宿舍面积普遍狭小，且没有厨房、厕所，

不利于教师日常起居。在基东中心学校我们看到，有的教师把宿舍一分为二，一半作厨房，一

半作卧室，还兼备课用。房间里，摆有办公桌、衣柜、床、厨具等，连走路都有困难，拥挤不

堪。 

造成以上问题的原因，一是我省经济发展长期滞后，教育投入特别是贫困地区教育投入严

重不足，尽管在“两基”达标期间，农村中小学教学楼等教学设施得到很大改善，但对教师的

住房问题仍然无力顾及，而学校本身由于义务教育性质，也无力为教师解决住房问题；二是由

于我省地处山区，农村农户居住点非常分散，为了照顾农村孩子就近上学，政府设立了众多的

学校或教学点。以宣威镇为例，全镇 17 个村、4692 名中小学生分散在 15 个教学点，除去镇

中学、小学外，其余学校的教师人数 144 人，占全镇教师人数的 49%；学生人数 2582 人，占

学生总人数的 55%.这还是合并后的情况，之前是 21 个小学或教学点，造成教学资源更为分散

，特别是教师住房安置尤为困难；三是农村义务教育教师是在 2009 年实施绩效工资后其收入

才有所提高，此前收入较低，没有多少积累，大多无力通过自身力量解决住房问题。 

目前，各中小学办学条件得到了较大改善，尤其是校园校貌大为改观，但是教师周转房的

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简陋破旧的教师宿舍与整齐漂亮的教学楼、学生宿舍楼及学生食

堂等形成强烈反差。 

 

三、几点建议 

麻江县的综合经济指标在全省位居中下，此次，我们对麻江县宣威镇教师周转房的典型调



研情况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据了解，我省有农村学校教职工近 28 万人，其中

对周转房有需求的超过 15 万人，达 54%，而其中已解决周转房的教职工 4 万人，仅占 14%，且

大多数周转房建设年代久远、安全性差、功能欠缺。按教师人均 35 平方米，同时剔除学校已

解决周转房的人数计算，解决农村教师住房问题仍然是一项十分庞大而又急迫的工作。如要基

本解决农村教师周转房问题，须在全省建 250 万平方米农村教师周转房，需投入资金 25 亿元

（按 1000 元／平方米计）。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农村中小学教师安居乐业，农村教育事业才有发展基础。尽快解决

周转房问题是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迫切愿望。大力改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生活条件，稳定农村

教师“扎根乡村、无私奉献”的思想，解除教师生活上的后顾之忧，让广大农村教师特别是青

年教师安心工作。因此，解决好农村教师周转房问题，直接关系到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落实和

农村教师队伍的稳定。 

一是为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我省与全国其他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差距，建议争

取国家对农村中小学建设逐步标准化，并由国家统一建设最终实现教育均等化。 

二是要把农村中小学教师周转房的建设与集镇建设发展规划以及农村中小学整合和布局

调整结合起来，尽快将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实施到位，将学校和教学点固定下来，以便国家集

中财力物力，解决学校配套设施不足问题。 

三是要把农村中小学教师周转房的建设纳入国家住房保障建设范围，抓住机遇，充分利用

国家对公租房建设的投入，建设教师周转房。教师居住，产权归政府，使用权归学校。 

四是要充分利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后形成的闲置资产进行改造维修，解决一部分教师周

转房问题。 

五是在个别过于分散、零星，且不宜建设周转房的偏僻山区学校，建议采取特殊政策，由

当地财政对教师给予适当的临时性住房补贴，以自行解决临时住房问题。 

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教育投入，但就从麻江县宣威镇中小学校调研情况来看，农村中小

学教师住房困难仍然是制约农村中小学发展、学校师资力量薄弱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之一。

因此，建设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农村中小学教师周转房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