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NINGBO DAILY时评 2018年3月1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杨继学 电子信箱：llplb@sina.cn

曲 征

日前，教育部、民政部、人社
部、工商总局四部门印发《关于切
实减轻中小学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
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称
将开展专项治理行动，治理校外培
训班。其中包括严禁校外培训机构
组织中小学生等级考试及竞赛，坚
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
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数
学语文等学科超纲教、超前学等

“应试”培训行为也是治理重点 （2
月28日新华社电）。

近些年，各类校外培训机构推
出的辅导班、衔接班、提分班犹如
烈火烹油、鲜花着锦，可谓轰轰烈
烈、如火如荼，许多家长被裹挟其
中不能自拔。据中国教育学会的数
据显示，2016 年我国中小学课外
辅 导 行 业 市 场 规 模 超 过 8000 亿
元，参加学生规模超过 1.37 亿人
次。

校外培训泛滥，带来很多消极
后果。一方面，“不能输在起跑线
上”的极端氛围加重了学生、家长
的集体焦虑以及家庭经济负担；同
时，在学校按照规定已经减轻学生
课业负担的情况下，培训班反向而
行加重了学生课业负担，致使教育

部相关规定沦为一纸空文。另一方
面，培训机构“超纲教学”“提前
教学”“强化应试”等行为助推了
应试教育，干扰了正常教学秩序，
一些培训机构在学校招生、分班过
程中，暗地里给学校提供学生成绩
单，为学校在招生过程中违规操作
提供条件。去年媒体就报道，杭州
三四千名小学生在晚上参加一个培
训机构组织的排位赛，学生成绩名
单直接提供给一些民办初中，结果
搞得学生紧张兮兮，家长焦头烂
额。

遏制校外培训乱象，确实到了
出重拳的时候。当然，校外培训机
构泛滥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治理起
来也不能指望一蹴而就，而是一项
系统工程。以笔者之见，治理的重
点是“校外”，治理的源头其实应
该在“校内”。只有治理好“校
内”，才能有效地治理好“校外”，
甚至会有事半功倍之效。

学校应带头淡化应试教育氛
围，淡化以成绩论英雄的倾向，实
行以素质教育为宗旨的多种评价机
制。倘若学校总是搞学生成绩排
名，尤其是家长会上总是不断强调
学生成绩，那么，势必引发家长对
孩子成绩的焦虑。为提升孩子成
绩，家长只好把孩子送进各种提分

班、衔接班、辅导班。还有的学校
顶风搞重点班、快慢班，这同样会
加重家长的焦虑感，为了孩子进重
点班，只好把孩子送进辅导班。

学校不能为学生进各种辅导班
推波助澜。学校、教师应该依照教
学要求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不能
想着依靠辅导班来提升学生成绩。
在此基础上，教师应该劝阻学生进
辅导班。可现实情况是，一些教师
劝导并要求学生进辅导班，甚至在
家长会上表扬进辅导班的学生，个
别教师还动员学生进自己担任教学
工作的辅导班。这些年，随着教育
部门“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保证学
生睡眠”等规定的出台，学校已经
不敢明目张胆地增加学生课业负
担，可是为了提升成绩，有的学校
就将希望寄托在学生进入各种辅导
班上。

一些学校不敢违背小升初“免
试就近入学”的规定，可是仍想招
到高分学生，于是，在自己不便出
头露面的情况下，将考察学生的任
务就偷偷地委托给校外培训机构来
办理。于是，培训机构组织考试，
摸底排查，不辱学校的“使命”，
而学校再返回头为培训机构提供源
源不断的生源。为了让学生考出好
成绩，校外培训机构依靠高强度培

训、大量做题、提前教育、全员奥
数等模式，强化学生的“应试”技
巧。如此一来，校内与校外结成同
盟，互惠互利，双方实现了“良性
循环”。

此外，还有的中小学校不遵守
教 学 计 划 ， 进 行 “ 非 零 起 点 教
学”，导致一些没有进辅导班的学
生吃不消。为了让孩子跟上教学进
度，家长只好将其送进辅导班“提
升”。

可以说，校外培训能够如火如
荼，实际上与“校内”有脱不开的
干系。所以，在治理校外培训乱象
的时候应紧紧抓住“校内”不放，
从源头上进行治理。对于片面追求
应试教育，要求甚至命令学生进辅
导班，分重点班、快慢班，进行

“非零起点教学”，以及与校外培训
机构勾连的学校领导以及教师应予
以严厉惩治。相对而言，校外培训
机构成员混杂，流动性较强，治理
起来相对困难，而治理违规学校相
对容易一些。按照这一治理路径，
说不定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治理校外培训乱象先要做好校内工作

戴先任

近期，两家共享单车巨头摩拜
和 ofo 的价格战悄然中止。去年夏
天，摩拜与 ofo 大打价格战，摩拜
正式推出月卡和季卡，售价仅 1
折，其中月卡 2元、季卡 5元；ofo
则直接给出“地板价”1 元包月，
还推出各种免费联名卡。而现在摩
拜和 ofo 恢复了包月 20 元、包年
240 元的价格。这让不少用户吐槽
(2月28日央视财经)。

首先要看到，摩拜与 ofo 打价
格战时，各路资本正大举挺进共享

单车市场，共享单车企业之间竞争
激烈，企业通过免费骑行、领红包等
营销手段吸引消费者，是为了积累
用户数量，抢占市场份额。而现在不
少共享单车企业相继倒下，摩拜与
ofo已成为巨头，其他共享单车企业
已被远远甩在身后，摩拜与 ofo 占
尽优势，现在涨价，也是顺势之举。

共享单车企业投入大量单车，
需要承担车辆耗损、维修与管理等
诸多成本，用户包月仅需 1 元至 3
元，这样的优惠不仅难以让企业赢
利，还会让他们难以维系正常运
营。此前就有报道，在这种运营方

式之下，还没有一家共享单车企业
从中赢利，一些倒掉的共享单车企
业，正是在这种价格战中败下阵
来。如果共享单车企业一直保持这
种“白菜价”，消费者当然从中享
受了实惠，但长此以往，企业将难
以维系下去，就算是“财大气粗”
的摩拜和 ofo，最终也会被迫退出
共享单车市场，消费者将面临无车
可骑的局面，这对任何一方来说，
并非好事。

所以，摩拜和 ofo 适当提高骑
行价格，这并非对消费者权益的损
害，而是正常的市场行为。适当提

高骑行价格，更有利于共享单车市
场健康发展。共享单车助力绿色出
行、打通了出行“最后一公里”，让
其能够长远发展下去，有利于公共
利益、民众利益的“最大化”。

当然，不少消费者担心摩拜与
ofo 形成垄断格局后，骑行价格会
越来越高，会像网约车市场滴滴一
家独大的局面一样。这样的担心并
非杞人忧天。当摩拜与 ofo 成为巨
无霸后，会否大幅提高骑行价格，大
大超出合理区间？摩拜与 ofo 会不
会不再像现在这样顾及用户体验，
涨价了，相应的服务质量却跟不上？
用户的合法权益是否会受到损害？
这些无疑需要予以重视。相关部门
应加强监管，及时跟踪，切实保护好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让共享单车始
终能够在法治的轨道上前行。

摩拜、ofo涨价是正常市场行为

刘效仁

最近，微博网友“廖师傅廖师
傅”自述了被大数据“杀熟”的经
历。据介绍，他经常通过某旅行服
务网站订某个特定酒店的房间，长
年价格在 380 元到 400 元左右。偶
然一次，通过前台他了解到，该酒
店房间淡季的价格在每间 300元上
下。他用朋友的账号查询后发现果
然是 300元；但用自己的账号去查
还是 380元。据悉，部分网络公司
利用大数据“杀熟”的行为是一种
普 遍 现 象 （2 月 28 日 《科 技 日
报》）。

“杀熟”作为中国商场江湖上
的一种“劣根性”，未想到竟然得
到大数据的青睐。有专家表示，部
分网络公司利用大数据“杀熟”，

“这样的现象很普遍”。如此“互联
网+”，严重背离了大数据技术服
务人类的初衷，真叫人哭笑不得。

早就有人说过，互联网时代每

个人成了裸泳的鱼儿，没有一点儿
隐私可言。每种通信和控制类设
备，无论软件还是硬件，均成了获
取数据的工具，所以你在网上说的
话、发的微博微信、被马路摄像头
获取的视频、手机定位系统留下的
路线图，都成了大数据的组成部
分。

至于“集体照相时你喜欢站在
哪里，跨门槛时喜欢先迈左脚还是
右脚，你喜欢与什么样的人打交
道，有些习惯你没意识到，大数据
或许已经发现了”。所谓的大数据
挖掘，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由机
器自动完成的特殊“人肉搜索”而
已。难怪人们会感叹：“个人隐私
就算瞒过了枕边人，也瞒不过互联
网公司。”

可怕的不是你在裸泳，而是你
最终成了商家的猎物。现在“人
肉”“大数据”的目的不再限于找
到某个人，而有了更广泛的用途。
比如，为商品销售者寻找最佳买

家、为某类数据寻找规律、为某些
事物之间寻找关联等。用大数据

“杀熟”不过是其中之一。
一方面，你的行踪与消费喜好

早就被“大数据”记录在案。你打
车用“滴滴”，记录的不只是你的
出行轨迹，还包括你的住址、工作
地点及职业。你饿了叫外卖，时间
久了就暴露你的饮食爱好，以及工
作地及收入水平。出门在外自然少
不了通过各种票务平台订票、订酒
店，同样会记录下你的行踪。不独
海量的消费信息被记录下来，你的
偏好和习惯在不经意间也暴露无
遗。

另一方面，虽说商家在向不同
的消费者提供相同等级、相同质量
的商品或服务时，打出不同的销售
价格或收费标准是一种价格歧视，
有悖商业道德，但诚如北京邮电大
学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杨义先所
言，很多企业难以抗拒其间价格差
的诱惑。于是，利用大数据“杀

熟”就成了一些商家下意识的选
择。

正 因 为 “ 懂 你 的 人 伤 你 最
深”，正因为大数据隐私挖掘的杀
伤力，已远远超过了大数据隐私保
护所具有的能力，有必要引起公众
和职能部门的警惕。通过多管齐
下，强化对公民的私权利保护。比
如，采取措施对一些恶意的大数据
挖掘行为实施监督和管控，对一些
猎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列出“负面清
单”并大声说“不”；有赏鼓励公
众举报，对恶意泄露公民个人隐私
信息的行为，发现一起依法处罚一
起；将丧失诚信的服务平台纳入

“黑名单”予以联合惩戒；完善相
关法律规范，禁止以“人肉搜索”
为目的的大数据挖掘行为；增加

“被遗忘权”等条款，即网民有权
要求相关平台删除“与自己直接相
关的信息碎片”……总之，凡是损
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都不能轻易放
过。

用大数据“杀熟”是对大数据的背叛

长久奉为神药，
今被质疑疗效。
争议有何不可？
科普一番也好。

别再云山雾罩，
实证胜过嘴炮。
事涉公众健康，
此谜快些揭晓。

郑晓华/文
徐 骏/图

据 2月 28 日《长江
日报》 报道：春 节 前 ，
全国 12320卫生公益热线
官方微博发布微博，称
在 保 健 品 中 “ 段 位 很
高 ” 的 阿 胶 本 质 只 是

“水煮驴皮”，无多大营
养价值。这条微博受到
社会广泛关注。但该官
微 26 日 又 发 布 致 歉 声
明 ， 称 当 初 发 布 内 容

“审核不严”。不过，道
歉 并 未 平 息 中 西 医

（药） 争论，公众还是不
知道阿胶营养价值是否
可信。

新华社广州2月28日电
毛一竹 赖雨晨

广州市越秀区六榕街道地处
广州的老城区，当地老年人口占
比已近 20%。春节过后，记者在
这里采访时发现，街道的“长者
公益食堂”深受老年居民欢迎，
一天就有 200 多人电话订餐或上
门就餐。“老饭桌”办得红火，老
人家吃得熨帖。

像这样的“长者公益食堂”，
经过几年发展，已经全面覆盖广
州 800 多个街道、村居。它由政
府搭台，由企业或社会组织参与
运营，还有不少热心市民活跃其
间，捐款捐物、出人出力，能够
让老人们吃得省钱、可口、舒心。

“民以食为天”，吃得好不
好、营养够不够对于老年人延年
益寿尤为重要。许多老年人过去
为全家人吃饱吃好张罗了一辈
子，现在已经没有精力买菜下
厨。伙食开销对他们来说，也是
不菲的负担。而“长者公益食
堂”在“有人做饭”和“省钱做
饭”这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索，仅
老人的伙食成本就比入住养老院
至少节约七成，值得肯定。

但是，任何探索创新不会一
帆风顺，其中也会有波折起伏，
一些地方的“老饭桌”就曾出现
过“叫好叫座却叫穷”的现象。
究其原因，主要是它既要把服务
老人、不图厚利的公益属性放在
首位，又要充分对接完全由市场
配置的上游资源——米面肉鱼菜
油盐都得随行就市，否则就是

“无米之炊”。
据国家老龄办公布的数据，

截至 2017年底，我国老龄化程度
已达 17.3%，建立符合中国国情
的养老服务体系任重道远。像

“长者公益食堂”这样的养老项目
若要长远发展，避免艰难前行甚至
昙花一现，就需要充分尊重经济规
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
作用。对此，政府除了通过财政补
贴来购买社会服务之外，也可以通
过调节税收、房租、水电气费用来
降低养老成本，通过发放养老消费
券等方式实现精准养老，从而避免
它们“赢了面子，蚀了里子”，难以
为继。

“老饭桌”本质上属于居家养
老，既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又节约了全社会的养老成本，是
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方式。“中国
式养老”要立足中国国情，尊重
经济规律，从实际出发，通过公
益和市场的双轮驱动，开辟出广
阔天地，努力达到“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的理想境界。

“老饭桌”乾坤大

据2月28日《钱江晚报》报道：春节前后，因外交部和国家
旅游局高频发出“因为可能存在的安全问题，暂勿前往马尔代夫”
的提醒，戴先生向途牛旅游提出终止出行的要求，遭到途牛旅游拒
绝，客服表示马尔代夫政府已发文，旅游不受影响。戴先生最终未
能成行，还被途牛以“违约”为由全额扣除3.6万元团费。

点评：外交部的旅游警示具有权威性，而且是高频发出，反复
强调，任何一家负责任的企业，都应认真听，落实好，把游客的安
全放在第一位。途牛选择“反其道而行之”，极力劝说游客出行，
真有“想钱想疯了”的感觉。

@佛系流氓：途牛是不是抱着“出了事肯定有国家照顾”的
心理？

@曼曼：任性游客背后还有更任性的商家，这种任性比个别
游客的安全意识淡薄更可怕。

@康帅：不顾外交部的警告，继续忽悠中国游客前往危险旅
游目的地的商家，是否可以对其进行相应的惩罚？

本期主持 朱晨凯

据 2 月 28 日 《新京报》 报
道：每天道路拥挤不堪，大小餐饮
店林立，日均客流量在 10 万人次
以上，这是北京著名的“美食一条
街”西单横二条胡同。在 2017 年
的整治中，这条街拆除了那些美食
商铺，建起 600平方米的“口袋公
园”，引发网友热议。

点评：闹市核心之地，清静是最需要也最奢侈的“礼物”。胡
同里最缺的是公共空间，小吃街变身“口袋公园”，最直接的受惠
者当然是周边居民。

@愁莫：城市管理不能一味做加法，而要“留白增绿”。
@小强：美食商铺带来消防隐患、餐厨垃圾、交通拥堵、油

烟噪声、蚊虫肆虐，对周边居民还真是影响多多。
@干将莫邪：小吃街里卖的多是“流量美食”——烤串、炸

鸡、酸辣粉、奶茶、麻辣烫等，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说特色其实并
没多少特色。

据 2月 28日《中国青年
报》报道：湖南省汨罗市村民
任先生年前把家里的牛卖了，
拼凑 6000 多元打算用作农产
品销售的启动资金。可是短短
一个月时间，这些钱就被 14
岁的儿子小云打赏给了喜欢的
主播，只剩下 300多元。直播平
台客服表示，如有证据显示，该
账户消费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无监管的状态下进行的，他
们会按规定退还全部费用。

点评：直播平台的态度还是不错的，但与其事后亡羊补牢，为
什么不多一些事先约束呢？如果直播平台不完善打赏机制，网络直
播依然缺乏约束，这类新闻注定还会出现，影响更多家庭。

@天阴阴：家长也应该检讨，粗心到钱被划走都不能及时察
觉，事后一味指责孩子，这样对孩子是不负责的。

@晓米：对于更多的家长而言，如此“追讨”耗时耗力，“举
证”繁琐复杂，实在是不堪其累。

@灯布洛多：有必要针对互联网带来的消费陷阱，进行一些
预防性的教育，以帮助孩子们提高鉴别、认知、适应能力。

据 2 月 28 日人民网报
道：近日，杭州召开全市深化
作风建设万人大会，现场曝光
了通过暗访查到的个别部门存
在的形式主义等“四风”问
题。一些地区家庭医生签约弄
虚作假，“被签约”现象突出。

点评：形式主义要反对，但很多形式主义其实是被各种上级要
求逼出来的——整治家庭医生“被签约”现象，也要好好反一反这
种“官僚主义”。

@杨华：一些政策，要求短期内基层医院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多少多少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flinxLin：这种“萝卜快了不洗泥”的做法，不只是杭州，
全国其他地方也有。

@蹄髈一顿：我问了身边不少亲戚，他们同样没听说过家庭
医生这回事。难道我们恰巧是“未签人群”？又或者我们“被签
约”了，只是自己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