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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鸣

我不是教育家，本不该在孩
子的教育问题上说三道四，但直
觉告诉我，当前我们的社会在孩
子的教育上存在很多问题，在许
多方面用错了力。

不 知 从 什 么 时 候 开 始 ， 在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号召下，
在“望子成龙”“盼子成才”的心
理支配下，在“不能输在起跑线
上”的焦虑情绪催逼下，在各种
名目繁多的早教机构的鼓动下，
家长们将孩子的教育在时间上不
断提前，在内容上不断加重：孩
子尚在娘肚里，就有了胎教；孩
子出生开始牙牙学语，就有了看
图识字，含着奶嘴去上课；孩子
进 了 幼 儿 园 ， 除 了 正 常 的 学 习
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和校
外培训班。可怜孩子们小小年纪
就成了学习机器，被剥夺了快乐
的童年，健康成长的空间被无情
挤占。

就拿我家的外孙为例，他不
足六岁，目前就读幼儿园大班，
参加了小提琴、珠心速算、硬笔

书法、“小小牛顿”、国际象棋等
名目繁多的培训，还没正式上学
就有了三只书包：一只放琴谱、
一只放珠心速算课本、一只放硬
笔书法用品。一天到晚，已经退
休的外婆带着他忙得团团转。我
对外孙的遭遇深表同情，然而他
的爸爸妈妈还嫌少，说什么班上
不 少 同 学 还 报 了 识 字 班 、 英 语
班、美术班什么的，恨不得自家
的小孩什么都学、什么都会、什
么都是第一。

我并不反对早教和学前教育，
但必须搞清楚教育的目的。南京师
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儿童发展与家
庭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殷飞说：

“早教的目的是为孩子营造合适的
成长环境，为孩子创造与自然和人
互动的机会，从而促进孩子全面成
长，不是提前学习知识，也不是提
前训练各种技能。”儿童心理学告
诉人们，儿童在生长过程中，每一
个阶段的心理是不同的，接受各种
知识及技能的能力也是不同的。根
据学前儿童心理的特点，应该鼓励
孩子的好奇心，发现孩子的兴趣
点，培养孩子的好习惯，锻炼孩子

的好体魄。如果一心放在培养孩子
的知识与技能上，过早开发孩子的
智力，可能适得其反。比如，进了
学校，发现书本上的知识自己都
会，产生骄傲自满或厌学情绪。

现在的小孩个个聪明伶俐，
能 说 会 道 ， 知 识 面 广 ， 信 息 量
大，懂得的东西多。想起自己刚
上学时，大字不识一个，数字数
不到 20，加减法手指头不够用就
掰脚趾头，真是惭愧得很。但也
有骄傲的地方，六七岁时能带着
弟 弟 妹 妹 一 起 玩 ， 能 下 地 割 猪
草，上山放牛羊，长到二十多岁
没进过一次医院，偶尔伤风感冒
发热顶一顶就过去了。看看眼下
的小孩，口头能力强，动手能力
弱；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爱心；
体质差，跑医院多……此种状况
不 能 不 说 与 片 面 追 求 知 识 与 技
能，忽视素质养成、缺乏锻炼有
直接的关系。

前不久，宁波有位从事教育工
作的领导说：“成才不等于成长，
成长始终是第一位的。”我深表赞
同。成长包涵良好的品格、健康的
身体，而成才仅仅是某方面的才

能。若没有前者作保障，一个人很
难成才，即使成才了，意义也不
大。人们一定记得六岁上春晚、获
得中国戏曲“小梅花”金奖的童星
邓鸣贺，他年仅八岁就因病夭折，
令人惋惜。家长们要走出“小孩子
的成长是天生自然的，成才需要投
入付出”的误区，懂得要让孩子具
有健康的体魄、高尚的品格、良好
的习惯，同样需要大量的投入与辛
勤的付出。

让孩子过早地担负沉重的学
业，参与激烈的竞争，不但不利
于孩子身心健康成长，而且很有
可能对孩子的心灵和身体造成伤
害。没有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
孩子成长成才，成为对社会有用
的人。但由于方法不当，很可能
事 与 愿 违 。 俗 话 说 “ 欲 速 则 不
达”，拔苗助长，后患无穷。让我
们始终把孩子的健康成长放在首
位吧。

始终把孩子的健康成长放在首位

刘武俊

据媒体报道，此前，北京市
西城区法院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就 《红色娘子军》 的编剧梁信

（演员冯远征的岳父） 起诉中央芭
蕾舞团著作权侵权案，先后作出
一审、二审判决，认定舞剧 《红
色娘子军》 演出不侵权，但中国
芭蕾舞团在 2003 年 6 月后未向梁
信支付表演报酬，所以判决其赔
偿梁信 12万元，并就官网介绍该
剧时未给梁信署名一事，向梁信
书面赔礼道歉。但中央芭蕾舞团
一直未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并向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
请，北京高院又依法予以驳回。
上个月 28日，西城区法院依法扣
划被执行人中央芭蕾舞团款项
138763 元 （含迟延履行期间债务
利息、执行费、案件受理费）。鉴
于中央芭蕾舞团尚未履行向梁信
书面道歉的义务，法院表示将依
法继续强制执行。

对此，中央芭蕾舞团近日发
表措辞激烈的声明，对法院生效
裁判及法官进行言辞激烈的攻
击，一时舆论大哗 （1月3日央视
网）。

对生效裁判的尊重就是对法
律的尊重。现实中，当事人对生
效裁判不服也可以理解，完全可
以在履行生效裁判的同时选择申
诉等司法救济渠道。既然纠纷已
经进入司法渠道，各方当事人就
应当尊重居中裁判的法院和法
官，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在法律
框架内妥善解决纠纷。败诉方应
该自觉履行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义
务，不得以任何理由逃避法律责
任，更不该对生效裁判妄加指

责。此案已经二审判决和再审进
入强制执行阶段，中央芭蕾舞团
如果仍不服判决，完全可以通过
正当的法律途径和司法程序寻求
司法救济。

拒不执行生效裁判，反倒理
直气壮地攻击生效裁判的行为，
已经违反了法律。根据相关规
定，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将受
到罚款、拘留、列入失信人名
单、限制高消费等惩戒，情节严
重者，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及 《保护
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
定》，干扰阻碍司法活动，威胁、
报复陷害、侮辱诽谤司法人员
的，也将受到惩处。

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职就是
维护司法权威，保障生效裁判得
到切实履行也是维护司法权威。
法官是法律和正义的化身，是司
法公正的守护者。倘若连法官的
正常依法履职都遭受肆意谩骂、
侮辱与诽谤，连严肃的生效裁判
文书都可以被无视，那么司法的
尊严也就无从谈起。

法律堪称最为有效、最为合
理和最为完善的治理手段，在现
代社会，法律已经成为社会治理
的主要手段，国家的长治久安和
社会的井然有序离不开法律。司
法是利益调节和纠纷解决的重要
机制，被公认为实现社会正义的
最后一道防线。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形
同虚设；生效裁判必须得以执
行，否则裁判文书也将如同一纸
空文。任何人和任何团体组织没
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作为
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中央芭
蕾舞团自然也不例外。

尊重司法权威
从履行生效裁判文书开始

司马童

网友@燕领近日发帖称，他毕
业后在宁波工作，有一个很要好的
同事上个月底结婚，他被邀参加婚
礼，由于对宁波风俗不了解，自己
老家那边结婚一般就随 10 元、20
元的份子钱，所以这次就随了 100
元，但他看到三四千元一桌的酒席
时，有点傻眼了……尴尬之余，更
担心同事对自己会有“占便宜”的
看法 （1月3日《现代快报》）。

元旦、春节是传统的“结婚旺
季”，除了至交亲朋，很多人还会
莫名其妙地收到一些“红色催款
单”—— 可能来自不太熟悉的同
事，或是失联多年的同学等。犹记
得前两年的一件“奇闻”：江苏一
男子去参加短暂共事过的同事婚
礼，一个人去的，只出了 100元礼
金，结果招致同事老婆的一顿臭
骂。

不过是曾经短暂共事，却嫌人
家礼金送得少而当场翻脸的事儿，
的确不常有。然而，这位不怎么了
解宁波风俗人情、给好友“随礼送
一百”并迅速引起坊间热议的网
友，其经历至少说明了一点：在有
些地方和一定范围，人们对于“礼
轻情义重”，往往还是说的是一套
做的又是另一套。否则，怎可能明
知“少送”有原因，有人表示理
解，有人却冷嘲热讽？

与“礼轻情义重”相对应的，
叫“打肿脸充胖子”。笔者家乡有
句 俗 话 ， 叫 作 “ 来 是 人 情 去 是
债”，更夸张一点的说法称，“人情
逼如债，砸锅当铁卖”。前人为何

“总结”出这样的随礼老话，我看
并非哗众取宠，而是内心感受的真
实写照。现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准

确实普遍提高了，但说到婚丧嫁娶
中的礼尚往来，也一直有人在感叹
不堪负担——名目繁多的“红色催
款单”，真的已让许多工薪阶层挣
了“面子”、破了“里子”，为风气
所累而苦不堪言。

“随礼送一百”带来的尴尬谁
来解？送礼道贺的初衷，应该是

“你我都轻松”。比如在新加坡，不
仅是公务人员及其子女在这方面必
须严守只可“意思意思”、不准逾
规越矩的清廉自律标准，即使是普
通民众，也普遍遵循“尽到意思”
的馈赠原则。所以，潜移默化之
下，简朴已成为风气，赴宴送礼若
显得过于大方或“土豪”，不是被
艳羡而是招人侧目。现在，在我国
广东的一些地方，人们去喝喜酒，
若送红包会被主人硬塞回来，只有
至亲者送的才会收下。在那里，请
客原则是：人到情就到。

事实上，很多人并不希望为人
情所累，毕竟，今天收下了别人的
厚重红包，到了将来，还不得“连
本带利”地逐一还回去？有些人
揶揄送百元红包者“也好意思去
赴宴”，无非是想到了自己过去送
出的多，这样一来，下一步“回
收”势必要变少了。但这种“损
失”是改变一种风气必然需要承
受的，因为，倘若人人抱着一种

“持平”或“盈余”的收礼心态，
“人情往来”回归送礼道贺的本意
岂不是遥遥无期？

由此来看，“随礼送一百”不
是尴尬而是新风。移风易俗，除了
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率先垂范，将

“百元送礼”作为“企业文化”“社
区文化”等加以推广，营造“重礼
重金不可取”的社会氛围，也不失
为一条好途径。

“随礼送一百”
不是尴尬而是新风

公立医院先入场，
对症下药是方向。
医改跨入深水区，
更益民众保健康。

据 1月 3 日央广网、
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浙
江省、河南省相继迎来公
立医院收费方式重大变革
——改“按项目收费”为

“按病种收费”，即以病种
为计价单位向患者收取费
用。按病种收费属于“打
包式”收费，如实际费用
高出病种费用标准，高出
部分由医院承担，患者和
医保基金不再付费。

看病常遇大处方，
过度医疗怎么防？
病种收费一口价，
结账变得更清爽。

郑晓华 文
程 硕 图

新华社上海1月3日电
吴振东

教育部 2017 年对全国 3 万多
名大学生的随机访问显示，86.8%
的学生表示喜欢上思政课，91.3%
的学生表示在思政课上有收获。
记者在上海采访也发现，高校里

“网红”思政课不断涌现，不少课
“一座难求”。

把 “ 大 学 里 最 难 讲 的 课 ”
讲好，往往离不开精妙的课程
设 计 、 富 有 感 染 力 的 课 堂 讲
授 ， 甚 至 思 政 教 师 的 个 人 魅
力。但究其根本，内容才是基
石 ， 那 些 能 把 中 国 故 事 讲 好 、
生活热度与思想深度兼具的思
政课，才能引起学生的情感共
鸣、思想共振，让学生发自内
心地接受。

思政课是知识教育，更是认
同教育。今日之中国青年，普遍
拥有更扎实的知识、更开阔的视
野、更宽广的天地，因而愈发自
信开放。这种集体自信，源于他
们早就告别了物质的贫困，远离
了信息的匮乏，一路成长伴随着
国家强盛，复兴梦想也变得可望

可及。正是由于身边的发展成就
真实可触，他们对于中国道路、
中国模式才有更旺盛的认知需
求。知其然，而欲知其所以然，
这是一些思政课能够走“红”的
深层次原因。

也 正 因 此 ， 大 学 思 政 课 就
需要顺应青年成长发展的需求
和 期 待 ， 以 提 升 他 们 的 获 得
感，就需要摒弃纯粹的灌输说
教，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案例
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
就融入教材、理论中去，把大
道理融入小故事，用小故事讲
清 大 道 理 ， 以 道 理 赢 得 认 同 ，
使 思 政 课 更 有 “ 底 气 ”， 说 服
力、感召力不断增强。

打 造 一 门 “ 网 红 课 ” 不 是
目的，引导当代青年懂中国、爱
中 国 ， 进 一 步 增 强 “ 四 个 自
信”，凝聚更多共识，始终是高
校思政教育的根本任务。要帮助
青年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
论，帮助青年形成自信、理性的
社会心态，更要引导他们走向广
阔的实践天地，走进社会大课
堂。人生只有融入国家和民族的
伟大事业才能闪闪发光。处于黄
金时代的青年学生，更应以青春
与奋斗成就人生，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
力量。

用中国故事
讲好大学思政课

据1月3日光明网报道：如今
大 学 校 园 中 ， 各 类 竞 赛 五 花 八
门，有些竞赛名头响亮，乍看水
平很高，参赛门槛却极低，且赛
事组织极为松散，赛后评奖标准
把控不严，甚至参赛即可获奖获
证书。同学们将这类比赛戏称为

“野鸡比赛”，可就是这种比赛吸
引了大量学生参加，人数还渐有
上升之势。

点评：追求没有含金量的证书，是自欺欺人，这种投机取巧的
行为若流行开来，会败坏校园风气。遏制“野鸡比赛”，大学管理
者有不容推卸的责任，除了把好入口与审查关，更要加强对比赛的
筛选与识别。

@许可儿：“比赛主办方”是怎么进入校园的？
@愚孝：社会上大多数人还是认奖认证的。

本期主持 朱晨凯

据 1月 3日人民网报道：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决定暂停实施“5 万吨萝
卜食品生产线建设项目”，工
作人员表示，主要原因是环保
方面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公
告显示，公司实际控制人重庆
市涪陵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明确要求暂时停止实施该
项目。

点评：涪陵榨菜的投资项目被叫停，体现了环保优先的理念，
避免了“先上车后买票”的被动和损失。但令人遗憾的是，地方政
府本该对企业和投资者服务得更好些，应当在其还没有付出代价
前，就告知环保政策，帮助其更科学地规划项目。

@瓜皮：地方政府不能总跟着政绩转。
@时光之砂：对环保的态度值得各地推广。

据 1 月 3 日 《南方日报》 报
道：近期，江苏省首次提出男性
共同育儿假，鼓励单位给男性多
放 5 天 假 回 家 带 孩 子 。 也 就 是
说，在目前江苏男性享有 15 天护
理 假 的 基 础 上 ， 再 增 加 5 天 假
期。此前，一些地方立法中明确
的陪产假，很大程度上沦为“纸
面上的福利”。

点评：无论是将产假延长，还是引入陪产假和育儿假，家庭照
顾和工作需要之间的冲突并不会消除。如何平衡好生育政策和单位
利益之间的矛盾，决定着男性陪产假能否得到落实。

@李海峰：对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而言，落实相对容易。
@SAP发发：全面二孩时代更需要陪产假。

据1月3日中国青年网报
道： 不 少 人 有 过 这 样 的 经
历：理发时被“轰炸”式推
销各种项目和产品，付钱时
又少不了被游说办张会员卡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
会 调 查 中 心 联 合 问 卷 网 对
2007 人 进 行 的 一 项 调 查 显
示，62.8%的受访者被理发店

“坑”过。
点评：说到理发店，被各种“总监”“督导”套路过的朋

友往往会胸口“隐隐作痛”，吐槽“有没有一家店，能让人安
安静静地理个发”。“总监”“督导”也该好好想想，过度推
销，只能招致顾客反感，对自家生意乃至行业发展有什么好处
呢？

@afield：人家也知道不好，但业绩和收入挂钩。
@一声叹息：以前街边理发2元够了，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