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吐不快

今日金评

现代金报 02■2019.3.1星期五 ■■热线：66111111 ■■网址：www.jinbaonet.com ■■首席编辑：高凯 版式：陈欢 校对：胡红亚

金评天下
XIANDAIJINBAO

一个六年级男生拿着刚发下来的科学作业
本，跑到办公室，气冲冲地质问老师：“这是科学作
业，又不是语文作业，为什么写错别字要扣分？”被
学生“怼”的，是杭州保俶塔申花实验学校的科学
老师郑维庆。（2月28日《钱江晚报》）

不可否认，在现实教学过程中，除了语文老
师之外，其他学科老师在检查、批改作业时，大多
只关心作业题做得是否正确，很少有老师关心、
关注学生在做作业时有没有写错别字，有没有错
误使用标点符号等情况。久而久之，这导致在学
生和很多非语文学科老师的心中都产生了一种
错误认识，觉得改错别字就是语文老师的事情，
跟其他学科老师无关，其他学科老师批阅作业改
学生的错别字是一种多管闲事的“跨界”行为，这
也是小学生敢于当面“怼”科学老师改错别字的
主要原因所在。

但是，按照各地中考、高考评分标准的规定，
其实并不是只有语文这一门学科出现错别字才扣
分，历史、物理、化学、数学等学科出现错别字情况
同样要扣分。各科的公式当中不能有错别字，学科
术语、专有名词、姓名地名不能有错别字，像数学
学科中的“平行四边形”就不能写成“平形四边

形”。从这个角度说，科学老师批改作业时对写错
别字的学生作业进行扣分，并没有违反评分标准，
相反是严格按照评分标准批阅作业。

事实上中小学生写错别字的现象越来越严
重，已经不能简单用提笔忘字来解释。造成这种现
象，固然与中小学生受到电子阅读、网络用语用字
的误导和影响有关。但除此之外，也与非语文学科
老师平时批改作业时没有、不敢“跨界”改正学生
作业中的错别字有关。而防止学生写错别字，对学
生写的错别字进行纠正，提高中小学生的母语水
平和汉字书写能力，这不是语文老师的专职，而是
所有学科老师的共同责任和职责。

因此，针对眼下中小学生在做作业时越来越
严重的写错别字现象，任何学科老师都要像语文
老师一样重视起来，都要把自己当成语文老师，敢
于“找茬”，督促学生及时订正错别字。同时，非语
文学科老师在平时板书、写评语时，也必须写规范
字，不要一笔带过，不要写简化字，防止自己的不
规范书写行为误导中小学生。只有这样，才能引导
中小学生从小认识到写错别字的严重后果，从而
让学生树立正确书写汉字的意识。

总之，“跨界”改错别字的老师多多益善。
张立美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刘小明2月28日在国新办表
示，交通运输部鼓励共享单车免押金提供服务，如果
收取押金要依法合规，即借即押、即还即退。交通运
输部将加快推动出台《交通运输新业态用户资金管
理办法》，加强对用户押金的监管，做到专户、专款、
专用，不得挪用押金，从源头上防范押金风险，保障
用户权益。（2月28日中国新闻网）

潮水退去，才知谁在裸泳。共享单车“烧钱”大战
后，不少单车企业已被市场淘汰出局。然而，用户“退
押金难”却饱受诟病。交通运输部将加快推动出台

《交通运输新业态用户资金管理办法》，从源头上防
范押金风险，将能破解“退押金难”问题，有效保障用
户合法权益。笔者认为，共享单车押金实现“即借即
押、即还即退”，除有专门法律法规约束和规范，还必

须监管到位，才能避免单车企业“钻空子”，否则，再
完善的法律制度得不到贯彻落实，便是一纸空文。

共享单车是移动互联网和租赁自行车融合发
展的新业态，近几年来发展迅猛。共享单车为用户
解决出行“最后一公里”问题，因其经济、环保、快捷
而大受欢迎。然而，“单车不贵、押金挺高”的现象，
让单车企业有了为获取更多押金，而大量投放车辆
的冲动。如果押金能够原封不动，用户当然没有风
险，押金“即还即退”也毫无压力。然而，不少单车企
业却大肆挪用押金，用于购置单车扩大规模，甚至
用于投资理财等其他领域，一旦资金链出现断裂，
单车企业关门歇业或跑路，此时“押金池”里已没有
多少资金。

单车企业为了规避经营风险，收取押金本无可
厚非。但从金融角度看，一辆单车对应更多个用户押

金，就意味着杠杆率升高，风险将加大。押金并不是
企业营收款，属于担保性资金，按理说不能随便挪
用。但由于共享单车押金管理在法律上是空白，监管
也属于盲区，单车企业为了发展或生存，就有挪用押
金的冲动。

对此，笔者认为，为了便于日常监管，不妨规定
用户直接将押金存入第三方监管账户，除了利息收
益外，严禁单车企业挪用，而用户退押金也由第三方
来即时办理，将真正实现押金“即借即押、即还即
退”，从而彻底打消单车企业挪用押金的冲动。

为了吸引更多用户，目前多数单车企业推行免
押金、车费优惠等政策，但不排除今后形成行业寡头
后再恢复收取押金。如果收取押金，单车企业也一定
要依法依规，同时，相关部门的监管必须到位，为保
障用户权益撑起一把“保护伞”。 丁家发

共享单车押金“即还即退”监管须到位

数学竞赛失利不足虑
为奥数“招魂”之声当警惕

近日，2019 年罗马尼亚数学大师赛闭幕，
中国队 6 名参赛队员无一人获得金牌，引发网
友热议。担任此次比赛中国队领队的瞿振华回
应称：“全军覆没”的说法不太准确，此次比赛
以锻炼为主，并非最强阵容；但确也暴露了学
生短板，其他国家学生与我们的差距在缩小；
罗马尼亚数学大师赛和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
赛（IMO）比赛性质不太一样，IMO 中国已连
续四年未拿到第一，基本全都是前三名。（2 月
28 日《新京报》）

不过是一场数学赛没拿到金牌，某些网友却
是一副“天塌地崩”般的扼腕叹息状。这种极端夸
张的反应，有些戏剧化，又有些无厘头。在这种非
理智的情绪催化下，一些人迅速将“失败”归咎于

“禁奥令”，并煞有介事说理论述了一番。这种想当
然的“归因逻辑”粗糙而幼稚得无以复加，就如同
所有的奇谈怪论一样，其背后操弄的人同样“不是
蠢就是坏”。且不说输了个别比赛无须介怀，就算
真要总结经验教训，也得讲究个就事论事、有理有
据才是。

中国队在罗马尼亚数学大师赛成绩平平也不
是一两年了，准确地说，在这一赛事上，中国队的
表现就从没好过。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既有选手
实力不足的客观原因，也与“战略性放弃”的考量
有关。事实上，中国数学竞技国家队的侧重点，一
直都放在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上。在此竞赛中，
尽管中国队也很多年没拿过第一了，但基本都是
前三名，也算是稳定输出、持续霸榜了。可即便如
此，很多国人想必仍不满意。毕竟，在他们看来“不
是第一就是失败”。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
赛中，中国队曾长期制霸，很多人都习以为常了、
胃口被吊得高高的。而近些年来，中国队统治力略
有下滑，同样是这群人，又转而宣泄“深感失望”

“怒其不争”之类的情绪，简直是十足的戏精。更有
甚者，由奥数比赛成绩下滑，论证出“中国数学水
平倒退”的结论，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试问，数学
竞赛与数学科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奥数狂刷第一
的年代，也没见几个冠军选手成长为顶尖数学家；
如今，奥数国家梦之队略有低谷，可中国整体的数
学发展水准，也一样稳稳立在那里。

发展数学科学，人海战术那套是无效的，学术
金字塔的尖端人才就那么几个，余下的注定都要
泯然众人。就推动国家层面数学学科提升而言，一
两个天才、大师的作用，远比一批平庸的“从业者”
大得多。全民奥数，量产了一大拨“比赛型选手”，
很可惜，他们并不具备进入更高阶数学世界的天
赋。这群人，与促进数学发展，根本沾不上边。应该
意识到的是，就算没有奥数，我们的教育系统，本
身就能够把天赋异禀的数学天才筛选出来。说到
底，还是极少数的数学天才带火了奥数，而不是奥
数成全了这群天才。如此简单的因果，很多人就是
看不透。 然玉

宫斗题材电视剧有一定的市场。比如，行
业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 年上半年，古装
宫斗、奇幻、穿越等题材的网剧明显增加，上升
到了47%，比2017年同期增长12%。

宫斗剧热播自然能带来市场效益，但对受
众所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觑。从小处来讲，年轻
职场人士易将职场不如意在宫斗剧中对号入
座，甚至将权谋学奉为“人生指南”；从大的方
面讲，正如有编剧表示，宫斗剧频繁在海外热
播，对外呈现的是“斗争哲学”，外国观众很容
易对中国的文化做出误判、形成偏见，对中国
的国际形象塑造构成挑战。

回归现实，于观众而言，笔者以为，“宫斗

文化”可消遣不可沉迷，一些热播宫斗剧中的
“金句”，虽然可以拿来把玩一番，这也是自己
的自由，但倘若将其奉为“人生指南”，就过犹
不及了。毕竟，影视剧是虚构的，对其过于沉
迷，甚至大学特学其中的权谋学，对自己的学
习与生活并不利。

而对于影视剧行业而言，也应切忌对此过
于沉迷。业内人士就建议，须进一步加强对“宫
斗题材”的严格管理，尤其是针对互联网视频网
站应采取线上线下统一标准。而作为文化范畴
的一部分，影视剧理应讲好中国故事，反映中国
人的生活本身、反映中国社会本身。而不能任由
宫斗戏、“宫斗文化”过于侵蚀市场。 杨玉龙

科学老师“跨界”改错别字多多益善

“宫斗文化”可消遣不可沉迷

一度复燃的宫斗题材电

视剧近期遭遇各大卫视集体

“下架”，引发网友热议。但记

者发现，不少宫斗剧早已“变

换赛道”，将主阵地转移至网

络平台，多家视频网站点击量

榜单依然被宫斗剧占据。业内

人士认为，市场过度追捧宫斗

剧，将对行业生态健康发展和

民族文化自信等造成不良影

响。（2月28日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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