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片区学区相对稳定”
体现教育公平

教育部26日发布关于做好2019年
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
各地要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
规定，明确片区或学区确定后，应在一
段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重新划分调整
时要慎重稳妥。继续压缩义务教育学校
特长生招生规模，至2020年取消各类特
长生招生。（3月27日中新网）

划定片区后，学生在划定的校区里
上学，原本是一件很公平的事情。许多
地方这样做之后，民众还是十分欢迎和
拥护的。但在 2016 年初，教育部办公厅
下发了《关于做好2016 年城市义务教育
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在教
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择校冲动强烈的地
方，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稳妥采取多校划
片。“多校划片”将热点小学、初中分散
至每个片区，确保各片区之间大致均
衡。但在具体操作中，却给了一些人钻
空子的机会。

“多校划片”虽然可以通过随机派
位方式分配热点学校招生名额，但肯定
会有人通过托关系找人上热点学校，也
有可能会使一些有钱有权的人通过借
读等上热点学校，从而造成热点学校被
挤破门槛，而另外一些普通学校生源不
足的难堪境地。同样，很多老师也会往
热点学校挤，从而造成师资力量越来越
不平衡。

教育部这次发布《通知》，明确片区
或学区确定后，应在一段时期内保持相
对稳定，重新划分调整时要慎重稳妥。
这是给已买了学区房的家长吃了定心
丸。当然，要解决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
择校冲动强烈的问题，应该在划定“学
区房”的基础上，合理调剂师资力量，把
一些名教师、优秀的教学管理人才向普
通学校转移，同时将普通学校的一些老
师送到热点学校培训和深造，通过优秀
教师与普通教师之间建立师徒关系，通
过传帮带等不断提高普通教师的教育水
平。另外，要提高普通学校的教学条件，
从而使普通学校尽快变成“热点学校”，
同样深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只有真正
实现了教育资源配置均衡，才能解决有
人想方设法择校和学区房价格不断飙升
的问题。

“片区学区划定后相对稳定”，体现
了教育公平，让更多的孩子能“就近入
学”，让广大学生更加公平地享受义务
教育。 胡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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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晚上，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体育馆内一
名正在打篮球的男子突然倒地，心脏骤停，恰巧同在
一馆内打羽毛球的6名协和医院的医生看到这一幕，
大家一边拨打120，一边展开了抢救，实施了心肺复
苏和仪器除颤。大约半小时后男子恢复自主心律，被
送往距离最近的同仁医院。（3月27日《新京报》）

北京协和医院的 6 名医生加上东单体育馆配
备的自动体外除颤仪，俨然就地组成了一个小型
急救室，硬是将心脏骤停的打球男子从死亡边缘
拉了回来，令人感佩。

人们在大力赞扬6名医生治病救人、见义勇为
的妙手仁心之余，也在为这名打球男子的起死回
生感到幸运。心脏骤停是临床死亡的标志，如不立
即抢救，一般在数分钟内进入死亡期。突发疾病时
恰好遇到 6 名医护人员在场，且有除颤仪助阵，这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然而，这种太过巧合的幸运千里挑一，难以复
制。其一，我国“救命仪器”配置率极低。除颤仪是
救命的东西，但因为价格高约 2 万多元，且使用率

不高，导致除颤仪在国内的推广情况不好，患者遇
到除颤仪比遇到医生还难。

其二，“救命仪器”不会用。我国专业急救知识
极度匮乏、民众缺乏急救技能，即使看见了除颤
仪，也因缺乏专业培训而不会使用，白白浪费了黄
金救援时间，造成生命逝去的悲剧。

其三，“扶不扶”仍是一个心结。遇到有人倒
地，该不该施救？施救的方法对不对？万一没救回
来，家属会不会讹我？要不要先拍照留证？……纠
结、犹疑之中，或许生命的转机就此错过。

公共急救知识和技能的普及，直接关系到群众
的生命安全，“6医生救人”的幸运叩问急救窘境。面
对危急病症，具备急救技能的专业人员、专业的仪
器缺一不可。直面我国“急救技能匮乏”的现实，大
力开展救护培训，普及急救知识，并借鉴发达国家
及我国深圳特区的良法，政府牵头加大“救命仪器”
配置密度，加上与“给施救者立法保护”一起，成为
破除“扶不扶”社会困境、倡导扶危济困爱心正能量
的强大支点，营造见义勇为、科学救助的社会氛围，
创造更多生命奇迹，助推友爱和谐。 斯涵涵

去年，宁波在全省率先出台《宁波市居家养老
服务条例》。这是宁波市第一次针对养老服务进行
地方立法，也是目前国内为数不多的居家养老服
务的地方性法规。日前，与之配套关联的11个政
策文件已陆续出炉，并开始积极推进实施。条例要
求各地深入打造“城市10分钟、农村20分钟”养老
服务圈。（3月27日《现代金报》）

养老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事情，还是整个社会
的事情。因为种种原因，不是所有老人都能够和孩
子居住在一起的。有的老人不想给儿女增加负担，
主动选择住在养老院。有的子女需要负担的老人
比较多，三室一厅的家庭不可能入住太多老人。这

个时候社会化养老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目前各地建设的养老院虽然很多，却也都是远

离居民区的地方，甚至有的养老院建设在城郊。“远
离市区的养老院”带来的困扰是显而易见的，比如
探望的时间。诚然为人子女者无论多忙都应该经常
到养老院里去看看父母，陪着他们吃顿饭、聊聊天。
可是，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十分无奈的现实。孩
子们是忙碌的，步履匆匆的人们甚至连看看身边风
景的时间都没有，甚至连看看“擦肩而过的人”的时
间都没有，面对偏远的养老院时，不少人也不得不

“很长时间才去看望父母”。
宁波市提出的“城市10分钟、农村20分钟”养

老服务圈，是养老服务的一种延伸。宁波市规定，

全市社区（村）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要全覆盖，“每个
街道（镇乡）至少建有 1 个区域性居家养老服务中
心”，总体要求是靠近居住点，城市要实现 10 分钟
到达，农村要实现20分钟到达。

城市“10分钟养老圈”，让亲情的距离近了。养
老院就建设在小区附近，就建设在自己的家庭附
近，虽然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但是子女看望父
母方便多了。下了班可以去看看，遛弯的时候可以
去看看，孩子做完作业了也可以带着去看看，星期
六星期天还可以方便地将父母接到家中共享天伦
之乐。

老龄时代，需要更多“10分钟养老圈”。
郝冬梅

即便没有校方的解释，公众也应该清楚，“爸爸接
送周”活动，更多还是倡导意义大于实际约束。从本质
上说，这就是一种提醒，是为了敦促爸爸们反思：自己
在子女教育中是否尽到义务？在一个星期内，由爸爸接
送孩子上下学，这或许什么都改变不了，又或许能改变
许多。谁知道呢？当我们不去尝试，就永远不知道会有
什么效果。就事关子女教育的家庭内部分工来说，我们
有着太多的按部就班、太多的习以为常，一点点外部的
敲打与触动，就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统计，经常接送孩子的，妈妈或爷爷奶奶
占据大多数，爸爸仅有13%。当然，我们可以就这一
现象给出许多合理化的解释，其中最具代表的说
法就是“爸爸不是不想接送孩子，而是不能”。的
确，中国家庭的传统，素来是男性负责“赚钱养
家”，许多年轻爸爸们，应付工作、经营社交尚且疲
惫不堪，又哪来的精力去接送孩子上下学呢？这番
说辞孤立看来并无问题，可是联想到许多职场女
性边工作边顾家，两个“主场”连轴转，衬托之下就

有些站不住脚了。
爸爸没办法接送孩子，有些困难是客观存在

的，而另一些“困难”则是基于惰性以及习惯。有些
事情，最开始不去做，就一直不会去做。总是由老
人或者妈妈接送孩子，久而久之，所有人都认为这
才是正常状态，而不再试着促成爸爸来尝试这一

“工作”。
所有的事情都有其惯性，习惯成自然，在许多

时候实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这限制了
我们的想象力，以及自我突破“化不可能为可能”
的契机。学校开展“爸爸接送周”活动，以此为出发
点，许多家庭慢慢试着打破内部固有的分工，而孩
子的爸爸也可以重新审视亲子关系和自己的教育
责任。当年轻的爸爸们，能做到在一周时间接送孩
子，他们就完全能在更多的时间里接送孩子，这仅
仅取决于他们的主观意愿、分配精力的方式以及
管理时间的能力——尽一切努力去尝试去摸索，
然后才能通往更多的可能性。 然玉

“10分钟养老圈”，让父母和孩子更近些

“爸爸接送周”
有触动才有新的可能性

连日来，湖北武汉市光谷第十一
小学开展了“爸爸接送周”活动，倡议
孩子的父亲尽可能接送孩子上学，引
发舆论关注。尽管大多数网友赞成学
校的做法，但也有网友担心过于强调
爸爸参与，对单亲家庭的孩子来说会
造成伤害。记者从负责该项活动的老
师处获悉，“爸爸接送周”是倡议而非
强制。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活动不是
否认母亲或其他亲属在孩子教育中的
作用，而是希望父亲也能多融入其中。
（3月27日《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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