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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中推行课程改革实验，一二年级学生
不用上数学课，湖北省赤壁市一所小学的这一探
索受到网友关注。22日，赤壁市教育局公开回应
称，近日已下达整改通知书，要求校方立即停止
此项“课改”实验。（9月23日《新京报》）

课改一直都是全国教育的关注重点，湖北
这所小学探索一二年级学生不用上数学课，本
来就不同寻常，现在被叫停，自然更引发热议。

其实，此举并非首创。近些年上海、山东聊
城等地都进行了相关尝试，人们彰否不一。支

持的认为一二年级数学课内容简单，很快就能
学会，学生打好文字基础再来理解数学题目，
到三年级再学逻辑性强的数学课更能起到事
半功倍的作用。这是施行一二年级学生不上数
学课的主要理由。

然而，决定、评价某项课改是否可行，须有
必要的程序与规范。今年 6 月印发的《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明确规定要“开齐开足
开好国家规定课程，不得随意增减课时、改变
难度、调整进度”，以及“严禁用地方课程、校本
课程取代国家课程，严禁使用未经审定的教
材”等，该小学一二年级未开设数学课，用校本
课程取代国家课程，使用未经审定的教材等情
况，违背了意见的要求。该校在未取得上级主
管部门课题立项情况下，自行开展“课改”，属
于违规，故被当地教育局叫停。

教育是一门科学，在如何设置课程、如何
教育学生的问题上，我们既要尊重教师作为专
业技术人员的自主权，也要遵循必要的规范。
我们鼓励课改，但是教育的创新也需要专业评
估及一定之规，否则容易随心所欲，主观臆断，
甚至走入歧路。

根据孩子们不同年龄段的身心特点和学习
能力，探讨并形成与时俱进的教育方法和学习
模式，经过专业评估、动态跟踪、逐步完善，不
断营造教育创新、适应孩子健康成长的空间，
应该是教育改革的方向。目前，这项课改被叫
暂停，但围绕课改的思考还远未结束。 斯涵涵

9月23日，我国迎来第二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这
个节日，很不一般。作为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为农民
设立的节日，这既是亿万农民庆祝丰收、享受丰收的
日子，也是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生动体现。

提到丰收，很多人会想到在广袤的大地上，
广大农民辛苦耕耘的背影。确实，丰收节离不开
农村农民，但如果谈论丰收节，只是把视线集中
在农村农民身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看待今天
的农村，横向和纵向、整体和局部，这两种眼光
都要有。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与城市一
样，农村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但要看到，城乡之
间依然有着巨大的差距。

众所周知，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为城市做出了
巨大贡献。但城市反哺农村，并不仅仅是一种道义上
的选择。没有脱离农村的城市化，也不可能有脱离城
市化的农村，城乡之间更应该是分工的不同。

走进新时代，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要强，农
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
必须富。”今天讲的丰收，应该有一套现代化评价体
系，不能停留于“多收了三五斗”的简单快乐。在现
实中，丰收而不丰产的现象依然存在，农村公共服
务短板依然顽固……千秋基业，人才为本。要想实
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也涉及到人才问题，也
就是由谁来建设新农村、发展新农村。

在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大量农村优秀人才流
向了城市。这种流动，当然无可厚非。问题的关键在
于，单向的输出叫流，双向的合作才叫动，而今天的
农村再也不是过去，农村的发展也需要大量的人
才。这些年来由于工作关系，笔者接触到大量富裕
村，也碰到一些贫困村。有一个强烈感觉，富裕村大
多有一个好的带头人，而贫困村最缺的是人才。事
实证明，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这把“金钥匙”。人杰

地灵，有人才兴。
现在乡村人才面临的问题，不仅体现在数量

上，还体现在结构上。即便拿一些富裕村来说，他们
的“领头雁”也往往年龄不小了，而且面对互联网时
代的到来，也存在一定的本领恐慌。在丰收节的内
涵里，应该包含“人”，不仅要有更多的人关注农村
发展，还要有更多的人参与农村发展。特别是要有
更多的有知识有见识有干劲有闯劲的年轻人，来和
土地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丰收节的主体不仅是农村农民。什么时候城市
和农村真正融合发展了，市民和农民真正融入一体
了，这才会迎来充分的全面的，带着满足感和获得
感的丰收。在这样的“稻花香里”，才能享受到丰收
的真正滋味。而这不仅是农村之福，也是城市之幸。
应该说，这一天正在到来。

毛建国

丰收节的主体 不仅仅是农村和农民

近日，一封“承诺书”在网上引起热议，签
署这份“承诺书”的是20余名七旬老人。他们组
织同学聚会，担心有人酒后出现意外，大家主
动签订《安全责任自负承诺书》。但律师对此表
示，此份《活动安全责任自负承诺书》虽然合法
有效，但是参与者的法定义务并不能因此免
除，不能成为同学聚会相关主体的免责文书。
（9月23日澎湃新闻）

国庆长假将至，各种宴席、聚会又多了起
来。在参加宴席、聚会期间，难免借酒助兴、觥
筹交错。而席间或席后因为饮酒导致各种意外
情况发生的例子，近年来也不鲜见。尽管大多
数情况都可以归为“意外”范畴，但是随着公众
法律意识、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几乎每一起
意外事故的发生，都意味着一起乃至数起的法
律诉讼。

这样的法律诉讼，多发生在亲朋好友之
间，所以即便法律可以做出决断，但却无法避
免对人际关系带来的伤害。更何况，对于因为
饮酒导致意外的当事人来说，无论赔偿多少
钱，都无法换回健康和生命。所以最根本的，还

是在于聚会期间少饮酒，尤其是尽力避免酗
酒、醉酒。

从这个角度来看，新闻中这 20 余名老人
所签订的“饮酒免责协议书”，显然有其重要
的现实意义。

虽然在一些法律界人士看来，“饮酒免责
协议书”合法有效，但是参与者的法定义务并
不能因此免除，不能成为同学聚会相关主体的
免责文书，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了这份责任书，
确实给同学聚会带来了很多的改变。比如说席
间没有人像以前一样拼命劝酒了，即便是自斟
自饮者，也克制了很多；再比如聚会期间大家
更加关心和照顾彼此的身体状况，不愿意自己
的昔日同窗因为聚会发生意外，这样既避免了
老同学受到各种意外情况的伤害，同时也避免
了自己“惹祸上身”。

所以说，“饮酒免责协议书”的签订，本身就
是对参加聚会者的一种提醒，一种规劝。即便如
法律界人士所说，如果真在聚会期间发生意外，
仍旧需要由司法机关来厘清责任，但是这样的提
醒、规劝和保护，本身就具备未雨绸缪的作用，其
正面意义不能轻易被否定。 苑广阔

百姓话语

别把悬赏当诱饵
业主发布寻猫启事，愿意给提供线索的热心

人10000元作为酬谢。同为小区业主的“牛妈”在
自家空调室外机发现一只猫，经确认就是那只走
丢的那只。失主成功救出了猫。本来，故事到此为
止。然而，剧情很快反转。失主和朋友只是拎着礼
品感谢提供线索的邻居，对于酬金的事只字未
提。“牛妈”问询，但对方说，是群里另外一位业主
看到照片后通知了她，才得知猫咪所在地点，所
以已经把酬金给了别人。至于钱给了谁，她无法
提供。（9月23日《钱江晚报》）

好一个悬赏寻猫，从失主这装聋作哑、过河
拆桥的举止来看，可能压根就没想兑付承诺，只
是把一万元当做诱饵了——不说给钱，你们怎么
会费劲给我找猫？

“她们来之前，我老公还特地嘱咐我，都是邻
居，万一对方要给钱，千万不能收。”“牛妈”无疑
是被失主的做法激怒了，决定较真。本是举手之
劳、助人为乐的事儿，结果反成了被人利用和欺
骗的糟心事儿，搁谁都难咽下这口气。

即使从最好处想，失主的做法也让人难以接
受。一时寻猫心切，写下了一万元悬赏额，如今觉
得有些吃力，后悔了。这倒也不是不能理解，但要
主动与提供线索者进行沟通，求得对方的理解
——一万太多，一千也不给？黑不提白不提的，既
是对对方的侮辱，也是打自己的脸，以后在小区
里还怎么混？

这也不仅仅是个道德问题，如果“牛妈”较
真到底，完全可以去法院主张权利。《中华人民
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权利人
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
诺履行义务。”类似的案例也不少见，少给都不
行，莫说一分钱都不想出的了。网络时代，寻找
证据一点都不难，谁首先在群里提供的线索，
你有没有付钱，把钱给了谁……信口雌黄是躲
不过去的。

都说远亲不如近邻，真正能日常互相帮助
的，就是这些朝夕相处的邻居。丢猫找猫是小事
儿，也是事关诚信的大事儿，既能上演“你敬我一
尺、我敬你一丈”的佳话，也会成为结怨生恨的导
火索，从而让更多人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使邻里间成为熟悉的陌生人。

诚信就在点滴的细节中呈现。大到国家形
象，小到老人摔倒扶不扶，都反映着诚信，也受到
诚信的反作用力。所以，诚信待人既是为人，也是
为己，不然万一你的猫又丢了呢？ 宋鹏伟

不吐不快

不要轻易否定
“饮酒免责协议”的积极意义

竟有此事
不上数学课？

课程改革须遵循必要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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