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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推荐课外读物
主要考虑哪种回扣多”

刚识字的一年级学生，也要统一征订两种

课外文字读物，这种离奇的教辅征订现象，让办

案人员都大跌眼镜。

“我推荐课外读物，主要考虑哪种回扣多。”

近期被查处的中部某县教体局一名教育股长，

曾连续4年组织全县中小学生征订两种教辅材

料，共收受回扣上百万元。

近期，多地查处的一些涉及教辅领域违规

征订、行贿受贿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半月

谈记者采访发现，一直是教育领域整治重点的

教辅材料过多过滥问题，依旧屡禁难止。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委多次出台加强中小

学教辅材料规范管理的相关规定。许多地方明

确规定，一门科目最多订一本教辅。但有些地

方的教育部门、中小学校等采取各种方式，超出

“一教一辅”征订范围，使教辅越订越多，费用越

来越高。

中部某县一所小学去年订购《语文作业》等

6本教辅材料时，原本合计定价90元却按135

元标准向学生收费。家长举报后当地调查发

现，多收取的费用被学校用来征订不在目录中

的其他教辅材料。

近期通报的相关案件中，东北某县教育局

副局长组织全县中小学校按书商意见征订教辅

材料，4年间先后9次收受回扣款共计204万余

元；中部某县一家书商，为请托老师多推荐学生

和家长来买教辅，5年共向67名教师支付14万

多元回扣。

在教育“双减”背景下，一些地方教辅订购

数量和金额却不减反增。半月谈记者在一个地

区采访了解到，近年来当地中小学生教辅材料

采购人均费用连年增长，去年人均达600多元，

高中生人均采购费近1800元。

一本教材之外再统一订购两三本教辅材

料，孩子的书包被塞得满满当当；有的教师过于

依赖教辅，上课只讲教辅内容，课后只布置教辅

上的作业；孩子作业越来越多，睡眠越来越少，

学期结束了还有好些教辅材料没开封……

“教辅材料过多过滥，滋生教育领域腐败，

加重学生课业负担和家长经济负担，严重妨碍

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江西省纪委监委第二

监督检查室副主任邓必晶说，这不仅是群众深

恶痛绝的贪腐问题，也是教育异化的社会问题。

征订教辅就看哪本回扣多
教辅缘何变“教腐”？

学校安排一科
订一套，有些老师还
会另外增订，不为教
学只为拿回扣；教辅
推荐订购层层加码，
有地方 8年间教辅
征订人均费用翻番；
教辅材料背后利益
深度捆绑，一名教育
局一把手落马牵扯
到多所学校，多名教
育部门和学校干部
职工涉案……发挥
着辅导学习、辅助教
学作用的教辅材料，
为何成为教育领域
贪腐“重灾区”？江
西的教辅改革又带
来怎样的变化？

亮剑“教腐”
减负从源头抓起

下午放学时，江西崇仁县一中的孩子们不再像往常急着

回家赶作业。操场上，有的在打羽毛球，有的在跳绳，还有的

在打篮球，欢声笑语不断。初二学生廖婧菡说：“现在作业少

了，在学校就差不多能写完。”

孩子的切身感受，来源于江西教辅改革带来的变化。近

年来，全国多地陆续采取措施，规范教辅征订。江西全省部

署开展基础教育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治理，把教辅

乱象治理作为重中之重。江西省纪委监委向教辅材料征订

乱象“亮剑”，联合教育、发改、财政等多部门加强顶层设计，

斩断腐败链条，推动教辅领域系统性、变革性整治。

今年秋季开学起，江西省相关部门明确规定：中小学校

不再统一订购各类教辅材料，严禁各级教育部门、中小学校

推荐、组织征订或代购教辅材料；省教育厅组织全省1000余

名一线优秀教师，编写覆盖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各学段、各

科目的学习辅导资料，供师生免费下载使用；由省财政每年

出资4400余万元，向全省中小学生免费提供义务教育文字

作业本、寒暑假作业等学习材料，与教材一起免费配送。

“过去孩子书包装满教辅，沉得像石头，现在书包轻了、

作业少了，活动时间就多了。”江西省芦溪县第四中心学校四

年级学生家长谭希豪说，孩子每晚能至少提早半小时睡觉。

“教辅改革后，学生减负了，对老师要求更高了。”江西省

宜春市袁州区寨下镇中心小学校长韩富说，老师更注重回归

教材，学校更注重校本教研，对学生而言，“作业量少了一半”。

江西省纪委监委第八监督检查室副主任朱桂敬说，全省

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从源头上铲除教辅腐败滋生的土

壤和条件，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和家长经济负担，让学校回归

清朗校园，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

半月谈记者采访了解到，一些老师和家长对教辅改革还

有不适应：有的家长担心孩子作业少了，会不会影响考试成

绩；有的教师面对部分孩子自行选择完成的作业，批改或解

答起来不尽相同。

教辅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配套

解决相关问题。针对部分学生“吃不饱”、农村学校自身教研

能力较弱等问题，江西省教育厅在智慧教育平台增设“智慧

加油站”栏目，增加不同难度梯次的作业题目，供师生按需选

用；同时引导中小学校立足教育教学实际，通过年级组联合

备课、开展校际合作、举办作业设计大赛等方式，提高教师课

堂教学效果和作业布置水平。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教辅过多过滥

直接影响“双减”政策落实成效，标本兼治还需改变一些学校

和家长“刷题式”的教育方式，同时对课堂教学提质增效，改

进教育评价体系，促进教育均衡发展。

（据新华社电半月谈记者李劲峰黄浩然）

教辅背后
利益链条深度捆绑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一本看似不起

眼的教辅，背后有着深度捆绑的利益链条。

——教辅定价，一到两成是回扣。一

本教辅材料刨去发行、税费等成本还剩不

到三成收益，其中一到两成要用来给回扣，

这是一名教辅代理商透露的所谓“行规”。

虽然回扣比例高，但学生基数大，两三本教

辅只要能覆盖一个地市的中小学，代理商

每年就有数十万元纯利润。

在教辅代理商的各种“围猎”下，教育

领域收受教辅回扣案件不时曝光。近期被

通报的东部某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学处

原主任，每学期都根据学生订购教辅量，按

订单总额10%左右大肆受贿。

——入选目录，不管优劣都能“躺

赢”。业内人士介绍，国内大多数省份采取

省级教育部门推荐书目，市教育局组织专

家评议、每科选定一两种教辅形成目录，县

区中小学校按目录统一征订的模式。由于

教辅材料背后的利益大，年级、科目多，有

的地区甚至长达10年不调整征订目录。

对于教辅材料代理商而言，只要入围

推荐目录，学校组织订购，就意味着不愁销

路，多年“躺赢”，教辅质量和师生评价都无

所谓。为抢夺教辅市场蛋糕，一些代理商

“围猎”教育部门干部和学校老师无所不用

其极：不仅明码标价最高给予售价30%的

回扣，还陪吃陪喝，或者以捐赠名义提供回

扣，形成部分地方教育部门发福利、搞晚

会、办球赛的开支“小金库”。

——暗箱评议，地方推荐存在交易。

“哪些教辅能入围，虽得经专家评审，但基

本上是教育局里两三个关键干部说了算。”

在中部某市一处看守所内，该市教体局原

局长向半月谈记者介绍了教辅征订目录产

生的过程。“看上去程序都到位，实际上只

要打点到位就能选上。”3年前他为4个代

理商打招呼安排11本教辅进目录，从中收

受大量回扣。

受访人士介绍，没纳入目录的教辅材

料，个别地方通过“打点”学校领导后，安排

班级统一订购，容易导致良莠不齐的各类

教辅进入校园。

家长和孩子在合肥一家书店内选购教辅资料(新华社记者韩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