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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市某知名教育培训机
构发布了“关于学校今后竞赛安排
致家长的说明”，宣布其不再主办

“睿达杯”“希望杯”数学竞赛，同
时将“华赛杯”的组织工作也委托
其他机构承办(据 9 月 20 日 《宁波
晚报》）。

近年来，奥数培训的话题一直
很热：该不该这么热？会不会“退
烧”？笔者认为，知名教育培训机
构不再主办数学竞赛，是顺应时务
的聪明之举，也预兆着奥数培训

“退烧”是必然趋势。
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奥

数培训会不会“退烧”，主办数学
竞赛的教育培训机构就是那水中的
鸭，感觉最灵敏的肯定是它。既然
是教育培训机构，它确定行为选择
的动因，无疑是市场需求。为何停
办数学竞赛？因为数学竞赛的行情
不看好。

今年是浙江新高考的第一年，
“出泥才知水深浅”，数学的变化，
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命题难
度降低，高分学生的数学得分有不
少是满分或接近满分。如此一来，

数学优势强的学生等于失去优势。
二是加分项目减少，靠数学竞赛得
奖来加分的几率很小。越来越多的
学生和家长明白这些道理，追捧奥
数培训的人也越来越少，主办数学
竞赛的利益冲动也就越来越小，奥
数培训自然会随之“退烧”。

笔者认为，之前出现的奥数培
训热，肯定是有问题的，但错不在
奥数培训本身。对于有数学天赋和
数学兴趣的学生来说，参加奥数培
训是有帮助的；如果不把目标定得
太高，压力弄得太大，即使对于一
般的学生而言，用奥数题当游戏来
玩，也有助于激发兴趣、激活思
路、提高智商，同样受益匪浅。

奥数培训的问题，首先出在
“全员参与”。确实有一些学校的老
师在班上“吹风”，弄得学生无论
是否对数学感兴趣或是否有数学天
赋，都一窝蜂地参加奥数班。奥数
班则受制于数学竞赛，只能考虑如
何给“吃不饱”的学生充饥，不会
照顾如何让“吃不了”的学生消
化。有调查显示，真正兼有数学兴
趣和数学天赋的孩子比例不超过
5%，按照这个比例，奥数班里大
多数孩子，其实是在痛苦的陪读、

陪练。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说，与其
把时间和精力耗在奥数培训上，还
真不如用来玩。至少在健康的游戏
中，可以释放天性、丰富知识、增
加阅历、提高生活的自理能力。过
去的奥数培训，对绝大多数学生来
说，实际上是一种错位教育。

奥数培训的问题，还出在与升
学盲目挂钩。合理的教育，应该允
许有数学天赋和数学兴趣的学生脱
颖而出，可以有专门的兴趣班、特
长班，但不能在幼升小、小升初的
入学考试中引入奥数题目，不能

“绑架”学生去学奥数。每个人都应
该学一点数学，这个没有问题；是
不是每个人都要学那么深奥的数
学，这肯定是个问题。高考设置必
考科目的做法，其实值得商榷。譬
如数学，就有可能将一些“数学零
分”的天才学生挡在大学门外。在
小学、初中，用奥数选学生，不仅荒
唐，而且荒谬。

奥数培训如何才算“退烧”，
笔者认为，至少需要回归两大常
态。常态之一是奥数培训和“特长
班”挂钩。从需求的角度看，把有
兴趣、有天赋的那 5%的学生培养
好，让他们具有优异的数学才能，

成为尖端的科技人才，已经可以满
足社会需要。从可能性的角度看，
如果培养的目标就是那 5%的学
生，集中优质教育资源进行培养，
培养成功的可能性势必要大得多。
如此说来，何苦要“绑架”其他学
生来陪读、陪练呢？

常态之二是奥数培训和“兴趣
班”挂钩。它适用于觉得数学好玩
的学生，只要觉得好玩，主动接受
奥数培训的学生，就不会觉得枯燥
乏味，也只有在这种愉悦的学习状
态中，才有更好的效果。学数学使
人缜密，过于繁难让人畏而却步，
就无缜密可言。

当“奥数培训”进入如此常
态，对于教育培训机构来说，也就
不能算是“热”的行情，“退烧”
也势在必然。

奥数培训，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新华社记者 吴 雨

在 监 管 部 门 果 断 出 手 防 范
虚拟货币交易风险后，投机者
疯狂而高涨的“炒币”热情顷
刻遇冷。“炒币”投机原本就不
是资本盛宴，而是高风险的赌
博。

近年来，比特币价格迅速攀
升，莱特币、以太币等其他虚拟
货币也跟风轮涨，引诱大批群众
入场。我国比特币持有量最低时
仅占全球总量的7%，但成交量却
是国外的数倍，最高时占全球八
成以上，“炒股炒房不如炒币”的
论调甚嚣尘上。

一幕幕“暴富勾魂曲”的背
后，是人们寻求财富增长的愿望
和对高风险的忽视。比特币作为
一种虚拟的数字货币，有其先天
不足：支付的场景很少，没有国
家信用支撑，不具有与货币等同
的法律地位，给投资人利益带来
极大风险。

“炒币”对实体经济鲜有益
处，平台技术风险却颇高。国际
上已发生多起交易平台遭黑客
入侵盗窃事件，投资者须自行
承担风险；部分平台更是怂恿
投 资 者 参 与 高 杠 杆 的 期 货 交

易，自己坐庄暗中操纵市场进
行虚假交易，令投资人的资产
权益蒙受损失。

“炒”还是不够快，无法满足
一些人“一夜暴富”的欲望，有
人便动起了歪脑筋。大量以“虚
拟货币”为幌子，干着实为传
销、非法集资等勾当，仿冒企业
IPO 上 市 融 资 的 代 币 发 行 融 资
ICO 也开展得如火如荼。借用

“虚拟货币”的概念，各类非法金
融活动不费吹灰之力便骗来了大
批投机者的血汗钱。

监管对于虚拟货币交易风险
频频预警，对于非法融资更是果
断叫停，是对互联网金融秩序的
维护，也是对投资者利益的保
护。一些另类投资仍游走在法律
的边缘，监管部门要积极掌握动
向，对投资者们进行充分的监管
提示和风险预警。

对于另类投资，投资者也应
保持警醒。在暴利面前要保持足
够的理性，对投资的标的和风险
要有充分的认识；要储备足够的
知识，对行业前景进行清醒判
断；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
力，在可承受范围之内进行投
资。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坚决遏制炒币之风

盛 翔

中秋节单位向职工发放月饼，
这些福利也需要按照价值缴纳个人
所得税。若发放的“月饼+工资”
价值总额在减去“三险一金”之后
不到 3500 元，才被免税 （9 月 20
日新华网）。

发月饼要缴税、发粽子要缴
税……每到节日，类似话题就会
被炒作一番。按现行税法，只要
是单位发给员工的，无论是现金还
是实物，哪怕是交通补贴和通信补
贴，都应纳入个税所得额综合计
税。至于要不要缴纳，则要看应纳
税所得额是否超过3500元。

这本身是个严肃的税法问题，

没什么好争论的。更何况普通人因
为单位发月饼需要额外缴纳的个
税，可以说微乎其微。但新闻让一
些人感到不解，比如有网友就说
了：生产月饼的缴税，卖月饼的缴
税，吃月饼的还要缴税，这月饼简
直是“个税馅儿”的。

其实，真要这么深究下去，税
收大概要从收购小麦开始算起，中
间每转一次手都要缴一次税。可是
你得知道，流转环节中的增值税都
是可以抵扣的，后面的抵扣前面的，
有增值才有税，并不会税上加税；单
位把月饼发给你后，你要缴的是所
得税，这跟前面流转环节中的增值
税并不一样，哪怕不发月饼发过节
费，一样得缴税，只不过你这部分

的所得是以月饼形式体现而已。
“个税馅儿”的月饼看上去不

近人情，其实是公平的必须。对于
普通人来说，一两盒月饼对应的个
税，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人们讨厌
的并不是真实要缴纳的税金，而是
发月饼居然要缴税这件事情本身。
但要知道，人是会寻找对策的，只
要有漏洞存在，就一定会有人想办
法去钻。笔者认为，“个税馅儿”
的月饼背后的重要意义在于，堵住
这个潜在的逃税漏洞。

众所周知，公积金是可以免税
的，于是出现一种怪现象，很多单
位领导的公积金，比当地平均工资
还要高得多，有的动辄上万元。高
额公积金俨然已成某些阶层合法的

避税区，同时也是藏匿高福利的黑
洞、抹平收入差距的法宝，以及一
些人侵吞国有资产的“妙招”。所
以不妨想一想，如果过节发放实物
福利可免税，最受益的会是谁？会
是普通工薪族吗？

有些事情看上去对弱势群体有
利，其实可能不利；反过来，有些
事情看上去对弱势群体不利，其实
恰恰有利。“个税馅儿”的月饼，不
是为了要收工薪族一点税，而是必
须堵住个税的漏洞，这样才有公平
可言。媒体呼吁免除月饼税可能是
好心，但是好心办坏事的太多了。上
若有政策，下必有对策，政策需要关
注的，不仅是那些当下看得见的，还
有那些暂时看不见的。

“个税馅儿”的中秋月饼才公平

张贵峰

9月20日，浙江省教育厅正式
发布《浙江省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
范 （试行）》。其中包括，小学生
要记住家人生日，背心、裤衩覆盖
的地方不许别人触摸 ……对此，
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接地气、可操
作”（浙江在线 9月20日）。

继不久前湖北省教育厅要求中
小学生“不要让其他人看摸自己的
隐私部位”之后，浙江省教育厅也以

“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形式明
确“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
触摸”，无疑值得肯定。这不仅是因
为这些做法“接地气、可操作”，更在
于，无论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预防儿童遭受性侵，还是“教书育

人”本身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中小学
生行为规范，就是一种理应普遍知
晓并遵守的常识。

2013 年教育部等部门发布的
《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
工作意见》就曾强调，要“教育学
生特别是女学生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和能力，了解预防性侵犯的知
识，知晓什么是性侵犯，遭遇性
侵犯后如何寻求他人帮助”。2008
年教育部 《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
纲要》 中也曾明确“初步了解儿
童青少年身体主要器官的功能，
学会保护自己”。很明显，如果我
们 的 中 小 学 生 不 能 及 时 掌 握 像

“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触
摸 ” 这 样 的 “ 预 防 性 侵 犯 ” 常
识，显然就不可能“知晓什么是

性侵犯”，最终势必不可能真正
“学会保护自己”。

可是尽管理应成为常识，但
又必须看到，像“背心裤衩覆盖的
地方不许别人触摸”这样的常识，
在现实生活中的普及知晓情况并不
令人乐观。如此前北京一项针对
453名小学生的调查显示，只有 24
个人能正确选出全部隐私部位；73
名小学生完全不知道隐私部位有哪
些。由此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便
是，许多儿童严重缺乏基本性常
识，即使面对性侵害，也常常是浑
然无知。如在最近引起舆论广泛关
注的几起“猥亵女童”案件中，被
猥亵的女童实际上都存在“没有主
动拒绝反抗”的情形。而之所以形
成这种“常识缺乏”的局面，正是

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在儿童性教育方
面的明显缺失和不到位——无论家
长还是教师都普遍“不愿教”“不
会教”。

回头看，教育部门推出“背心
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触摸”等
中小学生行为规范，显然具有“补
课”意味，有助于弥补此前我们在
这方面存在的“常识”短板。当
然，要想更有效地普及推广这些常
识，还需推动常识教育的常态化、
系统化。比如，不仅应将这些常识
规范挂在墙上，还应成为日常课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应告诉孩子
们“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
触摸”，还应让他们懂得“为什么
必须这样做”以及“一旦被别人触
摸，该如何正确应对”。

“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触摸”理应成常识

取钱可刷脸，

银行新体验。

生活更自由，

客户赞方便！

科技人为本，

技术保安全。

多少新事物，

见证大发展。

郑晓华 文
曹 一 作

据 9 月 19 日新华社报道：
想取钱，没带银行卡，没带身份
证，怎么办？不用急，银行取款
可以“刷脸”啦！近日，农业银
行宣布全面推广 ATM“刷脸取
款”，而此前招商银行、建设银
行 也 已 经 上 线 ATM “ 刷 脸 取
款”。

本期主持 郑其观

据 9 月 20 日 《扬子晚
报》报道：点翠是我国古老的
首饰制作工艺，所用的材料来
自翠鸟羽毛。由于过于残忍，
已经逐渐被其他工艺代替。然
而，如今还有人在制作汉服首
饰的朋友群里，长期出售翠鸟
羽毛，涉嫌违反野生动物保护
法。

点评：工艺再怎么古老传统，首饰再怎么精美稀有，如果踩了
法律的红线，就该被禁，就一点也不美了。其实，许多传统工艺，
完全可以借助现代科学与工艺，重现繁荣和传承。

@水熙：点翠首饰是真是仿一般人也看不出来，没必要去杀
鸟。

@Z0000000H：果然长得好看并不是什么好事儿，心疼翠鸟。

据 9 月 20 日 《钱江晚报》
报道：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预
测，国庆八天长假期间，旅游市
场将接待 7.1 亿人次，旅游收入
将达到 5900 亿元。“超级黄金
周”旅游消费爆棚，反映了国力
的持续上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持
续提高。

点评：从数据看，好大的旅游市场蛋糕！可背后的问题不容忽
视——这张喜报同时也是相关行业的预警报表、压力报表。问一声
那些准备“切蛋糕”者，你做好准备了么？

@亮颜联创团队：一听到这里，我已能确定我不是其中一员。
@热闹的月亮：中国该给全球市场发过节费。

据 9 月 20 日央广网报
道：中国民航局宣布飞机上使
用便携式电子设备禁令将解
除，允许以航空公司为主体对
影响进行评估，并制定相应的
管理和使用政策。新规将于今
年 10 月起实施，并把飞机上
能否使用便携式电子设备的决
定权交给了航空公司。

点评：对新规表示肯定的同时，国内各航空公司的考验也将接
踵而来：飞机起飞降落时信号干扰怎么处理？舱内服务设施如何跟
上？让我们拭目以待。

@713哈：没有手机会死吗？现在的人怎么了。
@天下谁人不识银：高铁动车允许用手机，这是趋势。

据 9 月 20 日 《北京青年
报》报道：京郊的篱苑书屋多年
坚持免费公益，被美国一家网站
誉为中国地区唯一上榜的“世界
最美图书馆”。但近日，一篇文
章称篱苑书屋充斥大量盗版书，
篱苑书屋回应表示道歉，执法部
门已责令书屋暂停营业。

点评：之所以被称为“最美”，很大原因是书屋的纯公益性
质，大家才会对书屋爱之深，责之切，不希望它的“羽毛”沾染盗
版的灰尘。错了不怕，改了就好。

@丸子不是软妹子：捐赠渠道来的书，书店没精力一一甄别
也能理解。

@傻丫头穷开心：把盗版书都清理干净后，我给你捐正版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