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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宁波犬只逐年增加，全市范围内共
有犬只30余万只。近日，宁波起草了《宁波市养
犬管理规定（草案送审稿）》。目前，市司法局正在
征求意见中。（5月29日《现代金报》）

爱狗是心性，护狗是责任，养狗是艺术。越来
越多的家庭开始养狗，公共区域内各类品种狗随
处可见。狗狗们给主人家庭带来生活乐趣和情感
寄托，也丰富了城市生活空间的物种生态。但是，
环境污染、伤人扰民、传播病菌等问题也随之而
来。此时开展对《宁波市养犬管理规定》的修改征
集活动，提高可操作力度，较为迫切。

一者，养狗者众多，而城市土地资源和行政
资源有限，传统的管理方式难以细化在城乡各
角落；二者，由于养狗人素质参差不齐，对治理
工作的主动参与性不强，治理行动则较难发挥
长效机制。所以，规范养狗制度管理，需要政府

部门执法严格、基层组织参与治理有力、社会公
众监督积极、养狗人文明自律等四个环节相辅
相成，缺一不可。同时，更需结合宁波目前的城
市发展与智能科技消费习惯，创新思路，落实对
市民养狗与政府管理之间的便利性、及时性和
可达性。

首先，更新完善养狗登记制度，加大社区服
务和监督机制。逐步推广电子芯片植入和养狗
基因特征自愿登记，便于丢失狗狗辨认、找回，
在一定程度上也约束养狗人行为。取消养狗证
办理价格，降低犬类第一次疫苗价格，加大养狗
人办证登记和“打针”意愿，但要强制缴纳养狗
保险金或者提高管理费，以及定期不来检疫的
罚金问责。

其次，结合宁波特色产业政策，结合国际新
兴市场，通过法规完善和引导犬类产业健康良性
发展。根据香港宠物市场、温州平阳县宠物特色

小镇等产业形况，城乡养狗以及相关衍生行业具
备巨大的制造业、服务业和贸易空间，同时也有
一些例如改善空巢家庭、辅助治疗抑郁病症等社
会效益。宁波既要把握文明城市建设的总体方
向，也应及时通过产业效益、商业模式推动市民
自发注重养狗恶习的纠正。

再者，建议加强该项普法宣传，以及对街道
社区、人民调解员等加强动物侵权方面的知识和
纠纷解决方式讲授，充分引导市民养狗的健康理
念和自发认识。

还有，建立养狗培训课程和行业认证规定。
参照德国钓鱼证等管理，每位养狗人（具备成年
人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需要经过对养狗法律法
规、文明饲养等方面知识进行学习和认识，通过
技能考核或者第三方权威认证才能办理“养犬资
格”。

朱友君（宁波市滨海城市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OH MY GOD，手感太顺滑了吧，一个鸭
屎绿，一个失血白，真是好看到爆。总之，买它！
买它！买它！”因为模仿网红李佳琦，一位名叫天
天的小朋友也成了网红。在抖音上，他有70多
万的粉丝，短视频有400多万的点赞。与80后、
90后从小纠结“上清华还是上北大”的烦恼不
同，今天的95后、00后们似乎正面临一个新问
题：选择好好读书还是选择当网红？（5 月 29 日
中国新闻网）

抖音、斗鱼、B 站、小红书……新兴的短视频
和直播平台正帮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一夜成名。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一些年轻人立志于当“网
红”，这也不难理解，但因为当网红就不读书，这
显然是错误的选择，想必家长也是不太可能会支
持自家孩子这么做的。其实，读书和当网红不必
对立看。书是要读的，如果有兴趣当“网红”也无
妨一试。读书的“网红”也只会更“红”。

当“网红”很是风光，不仅出名，而且得利，是
名利双收的事，有的网红月入以百万计，这是存
在的。去年双十一，网红李佳琦 5 分钟卖出 15000
支口红，被人称为“口红一哥”。这是“网红”的力
量，我们不必否认，但当“网红”也不是那么容易
的，一方面成为“网红”有偶然性，不是你想成为

“网红”立马就成为“网红”；另一方面“网红”也有
“时效性”,如果没有实力，“网红”也不太可能长
久吸引粉丝的眼球。实力显然和读书有关的。

一个人的成长，一个人的成就，是离不开读
书的。因为立志于当“网红”就不好好读书，这是
偏离人生轨道，应该得到纠偏。不管处于哪个时

代，“读书无用论”都是错误的。书到用时方恨少，
读书无论如何不会是坏事。读书和当“网红”不是
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读书是根本，当“网红”只
能说是“副业”。读书还有助于当“网红”。可以用
一句概括：“网红容易过气，但是读书受用终身。”

作为年轻人，对当“网红”有兴趣，也立志于
当“网红”，也不全是坏事。不必将当“网红”当作
洪水猛兽，在有自由时间的前提下，可以去学当

“网红”，研究当“网红”的技巧，说不定在某一时
刻就红了，但不管“网红”当得多么成功，却不能
因此而抹杀掉读书。很难想象，一个不读书的人
当“网红”能“红”很久，腹中空空，拿什么吸引粉
丝的眼球？ 王军荣（教师）

读书和当“网红”不必对立看

■不吐不快

“说他不懂，也不是一点儿都不懂，多少知道
一些;说他懂，分内的事儿又办不明白;说他不作
为，但人家也干活了。你说急不急人?”某县委书
记说。有些地方的业务干部对分管业务不熟悉，
对最新政策一知半解，工作总是落实不到位。遇
到问题自己不懂，也不深入学习研究，这种“夹生
干部”已成为改革发展路上的绊脚石，影响基层
政策落实，甚至衍生软性不作为。（5 月 29 日《半
月谈》）

不可否认，“夹生干部”已成为改革发展路上
的绊脚石，影响基层政策落实，甚至衍生软性不
作为。治理“夹生干部”，应成为干部管理中的一
种制度常态。

“夹生干部”，首先是在思想上“夹生”。主要
表现在“四不”，即不学习、不思考、不改革、不创
新。其次，这类“夹生干部”在工作实践中，也喜欢
走两个极端，要么占着岗位不作为，抱着“少干事
就少犯错，少犯错就是好官”的消极观念，只做和

尚不撞钟；要么当官做老爷，仗势欺人乱作为，办
事武断粗暴，甚至不依法办事。

不可否认，思想和工作上“夹生”，是导致“夹
生干部”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症结所在。因
此，治理“夹生干部”，是推进干部任用制度改革，
实行“能者上、庸者下”竞争激励机制的迫切需要，
更是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和执行力的迫切需要。

换言之，治理“夹生干部”，需添一把“问责”
旺火。要突出“问题导向”机制，对发现和暴露的
问题坚决处理、处理到位，决不迁就姑息，从根本
上扭转有的官员“不尽职、不尽责、出了问题无人
负责”的状况。

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治理“夹生干部”，能
够有力的荡涤不正之风，使勤廉办事、务实为民、
环境优化等新风气，得到有效的倡导。随着治理

“夹生干部”的持续开展，我们能够看到奖勤罚懒
制度的建立健全，能够看到廉洁透明的政务面向
群众，能够看到优质服务吹拂民心，能够看到高
效履责成为新常态。 张西流

治理“夹生干部”，需添一把“问责”旺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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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狗狗们共创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和法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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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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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度

近日，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圣菲小学一
则“新生交流活动”通知引发热议。该通知
除了请父母在参加活动时带上学生户口本
原件及复印件，还请父母带上学历证书原
件及复印件。有网友担忧，学校是否会筛选
家长学历，择优录取。对此，副校长蒋小平
表示，让家长带学历是为了进行信息采集，
方便开展家校共育活动，和学生是否能入
学没任何关联。（5月29日澎湃网）

了解学生家长的学历、专业，继而邀
请不同特长、不同领域的家长进入课堂为
学生授课，丰富学生阅历，开拓学生视野。
似乎有合理之处，确实能够达到这种效
果，可也没必要这么早啊，等到学生入学
之后，再征求家长参加家校共育活动，岂
不是更合理些。而且，家长的学历、专业与
自己的特长、所从事工作，未必有很大的
关联性。

显然，校方的解释并不完全合理，难以
令人信服，说跟上学没关系，会有多少人相
信？事实上，近年来各地已经多次出现类似
情况，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曝光，均引起了公
众质疑。比如上海某民办中小学面谈日，有
家长反映被要求做问卷调查，不仅考察家
长的学识，还要求填写学历、工作单位等信
息。广州某私立学校的招生广告称：“本校
只招收父母是本科以上学历之子女。”河南
一小学也发告示，学生入学面试被要求携
带父母双方学历证。

如今，很多优质幼儿园、小学、初中在
招生时，都明确要求提供父母的学历证明，
如果父母学历“不达标”，孩子就跨不进去，
这就是典型的“学历歧视”，乃是变相的“择
校”手段，已经涉嫌违反义务教育法，主管
部门应予以批评和纠正错误。

学历不等于能力，家长学历更不能代
表孩子的学习能力。学校应遵循有教无类、
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对孩子一视同仁，岂
能按照家庭财产、家长学历、家长职务等，
人为将孩子分为三六九等，予以区别对
待。这样做法违背常识，乃是现代版“血统
论”，应对其加以警惕，以免孩子受到不公
平对待。 江德斌

“小学招生带家长学历”
有违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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