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晨1点查完作业，
妈妈要把10岁大宝扔下楼！

最近，一则“凌晨 1点查完作业，杭州妈

妈要把 10岁大宝扔下楼”的新闻在家长圈内

引起了极高的关注度，新闻大概讲的是：7月
11日凌晨 1点多，杭州下沙学源街附近某小

区某单元楼里，一位忙了一天的妈妈，半夜给

儿子检查暑假作业时，发现做得一塌糊涂，老

公又不管，顿时她气不打一处来，把儿子拎到

了窗边，想以此教育教育他。虽然最终被民

警劝住了，孩子妈妈也只是想吓吓他，但记者

发现，类似的情况在宁波也有，因为给孩子辅

导功课而不耐烦的家长比比皆是，且家长们

在辅导时也是各显神通，想尽了办法。——7
月 18日@宁波晚报的一条微博引发了网友

的讨论。

@老鹰：这个教育方法不行。我从不打

骂小孩，都是以教育和鼓励为主。

@七七：严师出高徒不是没有道理的。

小V说博：好习惯伴随孩子一生，让孩子

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非常重要。家长在

教育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多发现孩子的

优点。

宁波首次！扰民，这样罚！
施工扰民屡教不改，没办法了吗？昨天，

鄞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钟公庙中队对查处

的一起建筑工地夜间施工噪声污染案件，向

施工单位下发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

书》。这起案件是自 7月 1日实施新修订的

《宁波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定》以来，全市第一

起启动按日连续处罚的案件。——7月18日
@NBTV新闻中心的一条微博引起了网友的

注意。

@貳千拾玖：麻将扰民也希望能够重视

起来。

@闲人：扰民该罚！

小V说博：对建筑工地夜间施工噪声污染

行为施行按日连续处罚，是新法修订的一大亮

点，大大提高了对此类行为的处罚力度，为解

决这类环境顽疾提供了有力的执法保障。

暑期全杭州的小朋友
都在找劳模？

7月17日，杭州宣告出梅，太阳也难得露

面了。身为一年级娃爸爸的王海（化名）多日

郁闷的心情，也总算“出梅”了，因为他终于完

成了老婆交代的任务——给儿子的假日小队

活动成功找好了一位劳模。全杭州的小朋友

真的都在找劳模吗？暑期实践作业为何要找

劳模？最近劳模真的很忙吗？钱报记者进行

了调查。——7月18日@钱江晚报的一条微

博受到了网友的热议。

@万物静默如谜：所以这些作业真正的

意义在哪里？

@小鱼：假日小队活动已变质，成为假

期里孩子们和家长们的严重负担。

小V说博：本来推出假日小队活动的本

意是好的，但是真正实践起来，给家长和孩子

造成了诸多不便，甚至兴起了互相攀比之风，

因此此类活动还是要回归初心。

记者 毛淦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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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音壁

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痰液、剩饭、潲水及花盆、铁钳、锅铲不时“从

天而降”，不仅威胁市民生命安全，还污染生

态环境、危害公共秩序，成为城市管理、社区

治理一大顽症。各地援引法律、严肃惩戒，加

装监控、威慑预防，但有关事件有增无减。

西安某小区近日还成立了一支“妈妈防

空队”，对相关事件进行拍照录像、留取证据

等。据报道，这支“防空队”已形成一定震慑

力。这对我们的基层组织和社区工作是一个启

示。

社区是城市治理“最后一公里”，是党委和

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社区人

口越来越多，楼房越建越高，社区治理水平也要

更上一层楼。党中央高度重视社区工作，中共

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的建

设工作的意见》强调，充分调动居民参与积极

性，形成社区治理合力。可以说，改革创新基层

治理方式，提高社区治理能力，是根治高空抛物

等“城市病”的根本遵循。

妈妈们行动起来了，基层党组织与社区机

构都要动起来。城市管理和服务力量要下沉，

尽快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基层组织建设上来，转

移到社区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工作上

来，从基层干起来，从居民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抓起来，建设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守望相助

的社区，对高空抛物等不良行为釜底抽薪。基

层党组织要敢担当、有作为，督促业主委员会和

物业服务企业履行职责，依法保护业主合法权

益；推进居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发挥自治章程、

居民公约的积极作用，弘扬公序良俗；充分运用

网上社交平台，引导居民密切日常交往、参与公

共事务，引导居民崇德向善；把居民维护公共利

益的情况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基层组织参与社

区治理的情况纳入绩效评议……总之，要通过

法治、德治、自治的有机融合去根治陋习。

“同住一栋楼，相逢不点头。”城镇化快速推

进，深刻改变我国城市社会结构。不少人未完

全适应城市生活方式，新型集体观念淡薄。某

地陋习排行榜中，高空抛物与乱扔垃圾齐名。

在街头乱扔垃圾的，跟高空抛物的很可能就是

同一个人。

不是每个人都住在高层，但是每个人必然

会从地面走过。当你从楼下走过时，不妨想想

上楼之后该遵循什么样的行为准则。

据新华社

高空抛物的拷问：社区治理水平也要“上楼”

@a37800559：在县江边散步

时经常会发现恶臭难挡，并且反反

复复没有根治，这是因为偷排污水

还是自然现象？

区水利局答复：经过化验排查，

引起该河段水质异常的污染物疑似

从秀水家苑菜场泄出，经县江东 31
号雨水口排入县江。目前我局已增

大生态用水补水量，近段时间水质

已转好。据悉，岳林街道正在该区

域启动南山闸截污井工程，目前已

完成招投标前期工作，本周可完成

招投标，预计可在 9月底完工，届时

能较好控制秀水家苑及周边生活污

水问题。

@宁波小后生：雷山村的半亭

自然村土地是划拨还是集体的？原

拆原建还是几个村整合异地拆迁？

拆迁后建的住房是普通住宅楼还是

建造别墅？

西坞街道办事处答复：雷山村

目前已完成梳理式改造规划调整工

作，其中的王家店自然村会拆迁到

半亭村，土地性质是集体，住房是连

体的农居房，普通住宅楼。

@hb9000：萧王庙街道浙江医

药高专与诺德安达学校间修的路，

没有俢好出水管道，导致周边田地

无法正常排水。只要一下雨，整片

田地瞬间成了汪洋，给当地农户造

成了严重的损失。

萧王庙街道办事处答复：经与

区城投集团下属惠江公司联系，目

前西圃路高教园区排水工程已完成

项目招标，进场施工预计工期 2个
月。四明路排水工程预计今年 9月
开工，两个项目完成后，将缓解周边

农田排水问题。

记者 毛淦颉 整理

@滚滚是偶：棠云写生谷，画中自有远方。

——7月17日

@方益松：溪口岩头古村奇遇谷。

——7月17日

@是木子石开啊：奉化水蜜桃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水蜜桃！

——7月17日

@77酩惠：西坞街道虎啸刘村的荷花。

——7月17日

支持“戒尺”回归

@ai_MQW：从前，从家长到社会，都认

可教师有惩戒学生的权力；在现代教学实践

中，“戒尺”也成为了教育惩戒权的代称。为

了正常履行教书育人的责任，一些教师会对

违规违纪的学生采取惩戒。《教师法》也规定，

教师有“批评和抵制有害于学生健康成长的

现象”的义务。因此，“戒尺”回归有利于传统

教育文化的传承，应该予以支持。

@邱啊求囚啊球：“戒尺”的回归可以让

学校教育更好地发挥作用，理应得到家长的

支持。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在谈及对学生的

教育时曾说“合理的惩罚制度不仅是合法的，

而且是必要的。”

@duanwenping：严师出高徒。孩子犹

如小树，不把成长过程中的枯枝烂叶及时修

剪掉，小树难以更加挺拔。教师若不能及时

教育学生，学生的过错行为得不到纠正，无益

于健康成长。无规矩不成方圆，强化孩子对

规则的认知本就是教育的应有之义。因此，

我支持把“戒尺”交还给教师。

“戒尺”推崇困难

@听说有人想吃梨快来我请你吃：我们

经常会看到一些新闻，孩子座位被调整了，家

长投诉要求换班主任；孩子犯错被叫家长，家

长带着律师和录音笔来校。这些案例背后，

都暴露了目前教育的困境，孩子打不得骂不得，

甚至说不得。也正是如此，“戒尺”要真正推崇

下去，还面临着重重困难。

@dax-f：教育业内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

管赔礼道歉，二管家长维权，三管辞职赔钱。这

句话形容的正是教师管教学生可能导致的后

果。现在，孩子们娇贵如同“瓷娃娃”，家长们有

颗“玻璃心”，即使推行了新政策，很多教师也不

敢甚至不愿意拿起“戒尺”，为自己找麻烦。

@汪王往旺狗狗：在教育惩戒实施过程

中，或许会有个别教师滥用教育惩戒权的事情

发生。如此一来不但违背了学校安全条例实施

的初衷，损害了学校的形象，也让孩子的身心受

到了伤害。因此，如何正确地推行“戒尺”，让

“戒尺”更好地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值得斟酌。

使用“戒尺”应有界限

@账号名不可见：把“戒尺”还给教师，对

“熊孩子”进行适当的惩戒，大多数人都能接受，

但问题难就难在“适当”二字。每个孩子都是独

一无二的，条例只能就大方向进行规定，何时、

如何举起“戒尺”，力度如何，都要靠教师因人而

异自由裁量。合理惩戒是教师工作的组成部

分，但有权不可任性。应在合法合理合度的范

围内用巧办法实施惩戒，做到奖罚有因、奖罚有

度、奖罚有爱。

@隔壁班的翠花：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

惑也。根据权责相统一的原理，必要的批评教

育和管教权必须得到保证。但这不意味着“戒

尺”可以高高举着，可以随意行使，“戒尺”的使

用必须注意明晰的界限，要在区分错与非错、尊

重学生的合法权利和人格尊严的前提下,在确

保教师行教善意初心的前提下，科学有效地使

用“戒尺”，以此确保“戒尺”的严肃性和有效

性。奖励和惩戒等教育工具组合使用，才能保

障学生的健康成长，维护良好的教学秩序。

@小小小刚阿：家校共育是最好的戒尺，

对“熊孩子”的管教，家长不能缺席。孩子的教

育不只是学校一方的事，良好的教育生态从来

都需要家校双方共同维护。简单而言，就是教

师和家长间的信息交流要更加通畅，教师有义

务向家长通报孩子在校情况，家长也有责任保

持对孩子的关注，用家校共育为孩子织就明事

理、懂规矩的“经纬线”。

主持人的话：

把“戒尺”交给教师，有利于让孩子树立一

种规矩意识，提高他们对学习的敬畏感，也有利

于保障和维护教师正确权利的行使。但是“戒

尺”在推行中仍存在家庭和社会方面的多重压

力，因此，如何裁量好“戒尺”的使用力度是关键！

“戒尺”重回课堂，你怎么看？
近期，广东省司法厅公布《广东省学校安全

条例（送审稿）》，其中关于教育惩戒的内容成为

关注焦点。条例明确：学校和教师依法可以对

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甚至采取一定的教育惩罚

措施。然而，对于这个为教师“撑腰”的规定，诸

多教师却纷纷表示“不敢用”“不愿用”。依中国

传统思维，教师的形象与戒尺密不可分。但是，

现在却有教师明确表态不愿行使惩戒权。即便

《条例》试图将“戒尺”还给教师，他们还是摆摆

手，摇摇头，后退一步。对此，你怎么看？

主持人 毛淦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