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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六市二院
有糖尿病专题讲座

糖尿病易导致心脑血管动脉硬化加速发
展，其已成为冠心病、脑卒中等主要原因之一。
如何让糖尿病患者减少并发症，保证病情稳
定？如何防治糖尿病心脑血管并发症？9月30
日下午230，宁波市第二医院将在4号楼3楼
会议室举办糖尿病专题讲座，由该院内分泌科
主治医师张群主讲“警惕糖尿病心脑血管并发
症”；副主任护师戴丽丽主讲“糖尿病的自我护
理”。届时，内分泌科医生还将现场为听众答疑
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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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幼小衔接”是抢跑与捞金的“无缝对接” 李蓬国

最近，在北京街头，不时会有小朋友背着
印有“幼小衔接”字样的小书包走过。这些小
朋友参加的多是社会培训机构组织的“幼小
衔接”培训班。每年七八月份，有不少上幼儿
园的孩子在中班结束时提前“毕业”，进入各
种培训机构开始为期一年的“幼小衔接”培
训。 9月26日新华社

一些培训机构所谓的“幼小衔接”，其实
就是提前学习小学知识。家长表示：“不是我
们非要上，而是其他人都上，我们没办法不得
不跟着上”。这种攀比、“赛跑”的心理在家长
中“传染”开来，使得“幼小衔接”成为“刚
需”。一些培训机构紧紧抓住这个生财良机，
于是，“幼小衔接”便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北京市一家幼儿园的园长说:“每到大班时，孩
子就会减少。以往会把两个班合成一个班上
课，今年得合3个班才能凑齐一个班。”如此看
来，家长们已被“幼小衔接”的洪流裹挟了。

那么，“幼小衔接”是否真有必要呢？
实际上，正规的“幼小衔接”是幼儿园为孩

子提供的适应性学习，教会孩子如何适应小学
环境，并非提前让孩子学习小学课程。就此，教
育部门曾明文规定，幼儿园不得提前教授小学
课程。做了20多年低年级学生教学工作的薛老

师说，小学一年级“零起点”教学，是近年来教育
主管部门明确规定的重要内容，小学一年级必
须严格遵照国家课程标准上课，“哪个知识点教
多长时间，都有科学的、严格的规定，不可能出
现因为一部分学生学过，老师就不讲了或压缩
课时的情况”。不仅如此，学校把开学第一周作
为适应周，放慢速度，让孩子一点点了解学校、
适应小学的作息时间。零基础的学生在很短时
间内就可以跟着老师快速适应。

也就是说，几乎任何一个幼儿园都会组
织相关的“幼小衔接”教学，而且相当成熟，家
长再去找培训机构让孩子接受“幼小衔接”培
训，并无必要。而且，就算孩子在培训机构提
前学了小学知识，等上了小学，老师还是“零
起点”教学，而且还有适应期，家长又何必如
此焦虑和折腾？家长们应该学会给孩子多一
点空间，别把所有成长的“缝隙”都封住了，否
则，拔苗助长可能适得其反。

据北京市丰台区一家民办幼儿园的教导
主任说，“幼小衔接”培训班或类似的学前班
是政策明令禁止的。既然如此，哪怕“幼小衔
接”是家长让孩子“抢跑”与培训机构“捞金”
两厢情愿的“无缝对接”，也已违反政策规定，
扰乱了正常教学秩序，影响了孩子健康成长，
教育部门又岂能坐视不理？

文明快评

古城墙成“攀岩墙”
仍然是“到此一游”作祟 前溪

近日，有多名网友反映，河北省石家庄市
正定县的古城墙修葺后成为人们攀爬、玩耍、
拍照的“攀岩墙”。攀爬者中不乏成年人，在
没有保护措施的情况下，攀爬至数米高。网
友表示，由于没有保护措施，爬城墙不仅存在
安全隐患，也可能对文物造成破坏。对此，当
地文物保管所回应称，已对攀爬者进行劝阻，
并将采取更完善的保护措施。

9月27日《北京青年报》

攀爬城墙除了破坏文物，还存在危险，有
的人攀爬六七米高，且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一
旦掉下来非死即伤，况且还有一些孩子也参与
进去。这就不仅事关文明，还事关公共安全。

古城墙之所以成为“攀岩墙”，一方面是有
“到此一游”心态作祟。许多游客在长城上刻字，
有的游客甚至到国外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是管理
不力、惩罚不严所致，面对攀爬城墙者，保安也只
是劝阻，并没有相关的惩罚措施。游客的不文明
现象早受诟病，也已经有了“黑名单”。不过，除

非犯了重大过错才会被列入“黑名单”，而且即便
是列入“黑名单”，由于惩戒的力度有限，形成的
震慑力仍然不大，还无法让那些不文明者望而却
步。

古城墙成“攀岩墙”最好的良药就是严
惩。其实，对于破坏文物，早就有相关的法
律依据。比如，《文物保护法》 规定，刻
划、涂污或者损坏文物尚不严重的，由公安
机关或者文物所在单位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罚款。面对攀爬城墙的游客，应该交由公安
机关处罚。

据报道，浙江衢州是一座古城，保留了大
量明清时期的建筑，其中水亭门古城墙和明
代钟楼，更是衢州的地标式文物，均属于全国
重点文保单位。然而，衢州男子刘某为寻求
刺激，竟连续往这两处古建筑上泼机油。
2016年9月20日，刘某因故意损毁文物罪，被
衢州市柯城区法院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可惜的
是这样的惩罚例子太少，还不足以警醒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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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街单位厕所”
能否为市民敞开方便之门

郝雪梅

目前，西安沿街的厕所好借吗？9月 26日，
记者假装内急在钟楼附近主街、背街的20余家
店铺、单位等走访。记者在一家院落的临街店面
借用厕所时，看到院里明明有厕所，但女老板则
称没有厕所。个别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银行的厕
所更难借用，多数会说“单位厕所不能外借，请到
公厕方便”。

9月27日《华商报》

《华商报》记者为何想起搞一个“借用厕所”
暗访？这是因为当地发生了一起感人的新闻。
一位老人从医院看病回家途中内急，抱着试试看
的心情找到一家临街酒店，服务人员看到“老人
抱着肚子十分痛苦”，赶紧打开了酒店厕所，让老
人解决了问题。老人十分感动，找到媒体要求表
扬酒店服务人员。

老人认为这样的“通融一下”虽然是小举动，
却也因为大家都“不愿为”而显得弥足珍贵。原
本是一件小事情，对于酒店服务人员来说，只是
举手之劳，为何却让老人如此感动？不难看出，
老人之所以被感动了，是因为愿意敞开厕所大
门，让百姓方便一下的单位并不多。

这家酒店服务人员的举动给酒店带来的是
什么？是好形象，好结果。媒体报道之后，这家
酒店的对外形象就提升了，这比花钱做广告还实
惠。不过，我们从这家酒店服务人员的“临时通
融”里，也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有多少沿街单位愿
意敞开“单位厕所”的大门，让市民方便一下呢？

内急面前没有群体之分，不论你是官是民，
是富是穷，现实生活都可能遇到内急的尴尬。如
果恰巧在附近找不到公厕，或者说公厕的具体地
址不清楚，尤其对于外地游客来说，就更加尴尬
了，常常是“捂着肚子跑了好几里路”也找不到一
个公厕。这个时候，很多人被逼无奈，就会抱着
试试看的心情，想找到沿街单位方便一下，而悲
催的是多数会被“严词拒绝”。

“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是一句俗语，这种情况
下，活人让尿憋死就不是传说了。“单位厕所”确
实是单位的，向公众开放的话，也确实会带来一
定的麻烦甚至隐患。但是，对于沿街单位尤其是
公职单位来说，这些麻烦与隐患，与单位、城市的
形象以及为民服务的宗旨相比，孰轻孰重，相信
多数人心里有杆秤——是时候考虑究竟该如何

“开放沿街单位厕所”的事情了。笔者以为，应该
让“开放沿街单位厕所”成为城市温情的标准配
置。

令人欣慰的是，西安市正在推进“开放沿街
单位厕所”工作，倡导沿街单位向群众打开方便
之门，对于厕所开放的单位将给予补贴。这是最
好的民生情怀，但愿更多单位能参与其中，为市
民解决“内急的烦恼”。

图说世相

在搜索引擎上搜
索“抢红包神器”，马
上会弹出一堆抢红
包软件供下载。图
文并茂的口号式介
绍还非常吸引人。

然而当您看到这些宣
传标语时很有可能正

陷入一个诈骗陷阱……
9月27日《中国青年报》

无数事实早已证明，企图
“不劳而获”的贪念，往往是受
骗上当的重要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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