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低
,

给教师的工作
、

生活等带来许多困难
,

这是产生民族师资队伍不稳定 的主要因素
。

针

对这些情况
,

民族地区的各级 人 见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
,

一方面要关心和 爱护这些教师
,

采

取具体政策和措施积极解决教师的工资待遇
,

职称晋级
,

子女就业
,

住房分配等实际 问题
,

为

他们解除后顾之优
,

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地努 力为民族教育事业积极奉献
。

另一方面要对教

师进行思想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
,

使教师们增强事业心
、

责任感
,

培植敬业奉献精神
。

其次
,

要提高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
,

各校应鼓励广大教师通过参加 电大
、

函授
、

自学考

试等提高学历 支持教师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交流和科研活动 组织教师们到发达地区参观学

习 使他们在工作和学 习中不断提高 自身素质
,

提高业务能力和教学水平
,

使学校的教育教

学质量不断提高
。

同时要采取脱产形式
,

有计划地
,

分期分批送教师们到教育学院
,

民族师

范院校和高等学校进修学 习
,

使他们开拓视野
,

更新知识增长才干
,

在 民族教育和培养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的光荣岗位上发挥更大作用
。

再次
,

要加快培养适合各层次民族教育的合格师资队伍
。

要使民族教育的发展不断适应

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必须加快培养各层次的师资队伍
,

而关键要增加资金投入和

政策倾斜
,

优先发展和重点建设民族师范院校
,

大力培养各层次民族教育所需的师资 特别

还要建立综合性的理工科民族大学和 民族职业技术师范院校
,

大力培养从事各层次
,

双语教

学师资 还要选送一些致力于民族教育事业的优秀青年到国家重点院校委托代培 这样 民族

教育师资队伍就将不断发展壮大
。

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同时
,

必须引入竞争机制
,

建立健

全各级教师定期考核
、

晋级制度
,

这不仅有利于提高民族教育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
,

更有利

于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

从而促进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
。

发展民族教育
,

改革民族教育的管理体制在于学校的领导班子要注意培养民族干部
。

目

前我国的民族教育管理体制基本上是集中制
,

过分强调中央的集中统一
,

实行分行业为主的

垂直领导
,

集中太多
,

分权不够
,

不利于 民族地区和学校积极性的发挥
。

根据 《民族区域自

治法 》有关民族教育条款
,

中央要把发展民族教育的主要责任交给 民族 自治地方
,

实行分级

管理制度
,

民族 自治地方可以根据需要和可能来统筹规划
,

合理安排
,

促进民族教育的协调

发展
。

中央在主要方面加 以宏观控制和领导
,

定期检查党的教育方针
、

国家教育计划及民族

政策落实和执行情况
。

而 民族地区教育主管部门根据本地 区的实际
,

确定短期或长期的发展

规划
,

确定 民族教育各类学校编制
、

教材
、

培养方向及教学用语
,

以及师资队伍的培养和配

备
,

人才的选拨和学校管理等
。

而且在加强民族教育管理体制的过程中
,

进一步增强 民族教

育主动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能力
,

在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范围内扩大学校办学 自主权
,

使学校根据社会需要增强 自我调节
、

自我完善
、

自我发展的能力
。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
,

对教育界领导干部的素质有了更高的要求
。

在 民族教育和 民

族学校的主要领导 岗位
,

要配备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素质的既懂管理
,

又懂教育
,

有一

定文化知识水平和年富力强的民族干部
,

加强对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
。

·

如果没有一支素质较

高适应教育发展的民族教育管理干部队伍
,

再好的条件和政策也不可能使民族教育事业有较

快的发展
,

因此我们一定要重视培养和选拨民族教育管理干部的工作
。

发展 民族教育
,

要增加投入
。

困惑民族教育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经费不足的向题
,

由

于经费严重不足
,

很多民族学校教学仪器和音体美器材不能更新
,

教育设施得不到及时的修

缮
, 、

培训
、

培养师资的工作也很难进行
,

最起码的行政开支也很难得到保证
。

此外
,

民族文

字教材不能及时出版
,

教师参考书和学生课外读物更为短缺
。

民族教育事业经费不足的问题

严重制约着 民族教育的发展
,

因此
,

国家要加强和重视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投入
,

在增加

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时
,

要加大民族教育经费
,

而且从国家对 民族地区各种补助经费和专项拨

款中按一定 比例用于 民族教育
,

并设立和增加 民族教育专项经 费
,

专款专用
。

一 一



其四
,

到 年
,

二十 世纪向二十一世纪跨越
,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初步建成
,

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九个三年 计划将完成
,

第十个五年计划将开始实施
,

人民生活将

日益宽裕 旅游热将会升温
· ·

一如此等等
,

慕名而至成陵参观旅游者逐年增多
,

蒙古学学者
、

专家也会更多地来成陵研究探讨 ⋯ ⋯
。

而现在的成陵
,

远远适应不了这个发展趋势
,

满足不

了远道而至的客人需求
。

据成陵工作人员介绍
,

前来观光旅游的中外客人普遍的反映是有点

不解渴
,

计划在成陵花的钱
,

大都没出腰包
。

问题就是我们不会赚钱
。

究其原因有二 一是

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二是粗放型经营
。

成吉思汗陵
,

年中央人 民政府拨 万元专款
,

于 年 月峻工建成
。

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
,

曾于
、

年两度拨巨款加以充实
、

完善
,

现在有了一定的规模和气

势
。

在管理上
,

由原来设立一个科级管理所升级为准处局级管理局
,

并为使软硬件建设同步
,

又单设一个研究所
。

总之
,

党和国家在成陵建设上
,

花了不少钱
,

投入了不少精力
,

从而成

陵管理 日趋加强
,

成陵设施 日趋完善
,

成陵影响 日趋扩大
,

波及全国
、

名扬世界
。

但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角度看
,

从发展旅游创汇角度看
,

景点少
,

门票收入就少
,

留

不住游客
,

宾馆招待所无宿客
,

食堂餐厅无食客
,

门市摊点无顾客
,

整个经济效益就差 从

学术交流研究看
,

内容单调也就吸引不了蒙古学专家
、

学者
,

这就不能真正落实乌兰夫老人
“
把成陵办成蒙古史研究中心 ” 的生前遗愿

,

因而对后人教育意义也就不大了
。

这就要求我们
,

解放思想
,

动脑筋想办法
,

在两个根本性转变上下功夫
。

新中国成立后
,

于 年新成陵庙落成之际
,

将八白宫和苏勒定全部集中到一起
。

这样

做
,

便于集中统一管理
,

又能集中祭典和供奉
,

其意义非常重要
。

但
,

当时受计划经济体制

影响
,

未曾考虑发展旅游创汇的问题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下
,

根本不适

应形 势发展的需要
。

为适应旅游观光和学术研究的需求
,

必须在增设景点
、

增加内容上作文

章
。

增设景点要走 内涵扩充和外延扩大相结合
,

以 内涵扩充为主之路
,

增加内容要走软硬件

同步
,

以软件为主之路
,

提出以下具体设想

一
、

关于内涵扩充问题
。

将成陵所涵的八 白宫分设成八个景点
,

将苏勒定黑森
、

白森
、

花对以及阿拉腾嘎达素

金马桩 都单独设立
,

加注详细说明和解说词
,

以供观光旅游和学者研究
。

具体做法上
,

现

在的成陵基本保持不动
,

在这个基础上
,

适应旅游观光和研究需要
,

一部分动一动
,

一部分

则复制
,

按照历史惯例
,

查汗苏鲁克大祭典出游排列的程序
,

把各个景点设置在成陵周围等

距离的方向和位置上
。

如忽阑哈屯白宫小伊金霍洛依据原来方位设在成陵西南侧 古 日布勒

金高娃哈屯白宫设在准格尔旗方向设在成陵东侧 溜 圆白骏神马设在成陵东北侧
,

以示原地

河东草原 宝 日温都尔白宫设在成陵东北
,

以示原驻地党三窑子 弓箭白宫设在成陵南
,

以

示原驻地塔连呼德格 吉劳 白宫设于成陵北侧
,

以示原驻地东胜市吉劳庆庙所在地 仓糜 白



社会集资
,

发挥成吉思汗基金会的作用
。

还可 以发挥各旗市作用
,

谁办谁经营
。

具体作法上

不一定一次到位
,

可以采取顺序渐进
、

滚雪球的办法
,

每处景点先从一个蒙古包开始
,

边建

边开放
,

逐步完善
。

二
、

关于外延扩大问题
。

首先
,

我非常赞同在成陵增设 “

蒙古通史展览
” 的设想

。

建立蒙古通史展览的实物
、

文

字很多
。

据有关同志讲
,

北京故宫博物馆内元大都历史文物非常丰富
,

除一部分 比较稀缺需

要复制外
,

还有很多是富余的
,

国家文物局答应给予大力支持
,

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极好机遇
,

应及早动手
。

另外
,

还有些历史文物
,

有的 已在成陵
,

有的需要集中回来
。

至于文字资料 目

前成陵就不少
,

加之用现代科技手段加以配合
,

一个初具规模的蒙古通史展览一定会很快建

立起来
。

其次
,

我也赞同增设蒙古部落村的建议
。

全部用十一
、

十二世纪的部落样子进行布置
,

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