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5日 星期二

责编：张亮 余维新 美编：张靖宇 审读：邱立波
金评教育 现代金报 A02ducationEE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作了个
“你怎么看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的调查。在
青年的社会责任感方面，97.8%的受访青年
表示“我感到很荣幸身处这样的国家”，
97.1%的受访青年明确表示“我和我的民族
命运与共”，96.5%的受访青年确认“身为中
华民族的一员我有我的担当”。在青年国家
认同感方面，97.9%的受访青年表示“我为
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自豪”，97.5%的受访
青年认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97.0%的
受访青年认为“关心国家大事是青年的义
务和责任”。

（据《中国青年报》）

这样的调查结果，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现实生活中，我们已见过了无数青年用实
际行动生动地诠释着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
国家认同感。少年强，则国强。梁启超先生
的那篇《少年中国说》言犹在耳。这个关于
新时代中国青年的调查，用数字告诉了世
界——中国青年愿意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休戚与共，这种文化命脉的传承，孕育着希
望和无穷的潜能。今日青年的姿态，就是中
国现在和未来的姿态。

青年，请继续保持奋斗的姿态。中国成
就举世瞩目，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上
的中国方案，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是，
我们要谨记，中国之大并不代表中国之
强。从大国到强国的转变，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依然任重而道远。我
们青年一代，有幸生活在这个伟大时代，能
够亲身参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历程，
惟以时刻保持一个奋斗者的姿态去开拓自
己人生美好的未来。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
代，奋斗的人生才是出彩的人生。所有青
年都积极向上，以奋斗的姿态去努力，国
家必将也呈现出向上的姿态与激情，也必
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奋斗，就是在学
习的课堂上、在科学实验室里、在艰苦的
工作一线、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在农村的
广袤大地上拼搏；奋斗，就是用汗水与智慧
浇灌未来。

青年，请继续保持担当的姿态。疫情之
下，一个年轻的群体始终活跃在抗疫一线，
他们就是“90后”等新生代。在大疫面前，青

年们表现出勇敢、不畏牺牲与敬业的精神，
是新时代青年担当的生动写照。我们年轻
一代工程师，新生代教师、年轻的社区服务
者和志愿者，城市快递小哥等等，正在用自
己的青春与热血书写着自己的担当。无数
的青年，正在将国家、社会、家族的重担稳
稳地扛在肩上。在困难面前，青年不怂；在
压力面前，青年已懂得负重前行。

青年，请继续保持开放的姿态。无数的
历史证明，闭关锁国只有落后，只能挨打。
改革开放四十余载，我们积极融入世界，创
造出了令世人震惊的发展成就。今日中国，
我们已纵深融入世界。眼下，仍有些人和国
家给我们制造矛盾和困难，但“一带一路”
倡议等举措，让中华民族逐步走向世界的
舞台中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抗

“疫”中国经验的分享等等告诉我们青年仍
然需要学会“走出去”和“引进来”。中华民
族的振兴，必须根植于我们青年一代抱以
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青年，请继续保持包容的姿态。世界很
大，人心也很复杂。世界上，总有人见不得
百花园中有一枝不一样的花朵，总想着去
折枝或扼杀。对这样的人与国家，我们要
懂得于法于理的据理力争，更要懂得运用
自己的强大给抹黑者以响亮的耳光。但在
世界万花桶中，我们青年要有一份包容的
姿态，乐见友善的人与国家和我们一起进
步，一起分享发展的成果。青年人也许暂
时还无法像长者那般虚怀若谷，但也该以
包容姿态对待不同的意见者。这份包容就
是对弱者的同情与帮助，对强者以“三人
行必有我师”的胸襟向之学习并敢于与之
竞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有人戏言，人
的胸怀是被委屈撑大的。今日之青年，还
要耐得住寂寞与等待，容得下他人的过
错，受得了委屈，以包容的姿态笑对人生，
淡定而从容。

青年，最有活力，应该对未来和未知领
域充满好奇与探究之心；青年，最有拼劲，
不妨多演绎人生的速度与激情；青年，最为
纯粹，请远离钻营与精致的利己主义；青
年，最富创造，请到国家和人民最需要的地
方去奋斗，实现无悔人生。

王玉初

今日金评

青年的姿态决定未来与希望

百姓话语

“穷有信”和“富优雅”都值得赞
4月 16日晚，17岁女孩小云（化名）为

生病的爸爸去药店买药，回家路上为躲避
一辆大货车不小心撞到路边一辆小轿车，
车子的倒后镜被撞坏，但她主动报警并愿
意攒钱赔偿。车主林先生得知情况后没让
小云赔偿；而路人也出来作证。目前，交警
部门正对大货车展开调查。

（5月1日 人民日报官微）

这件事，让我们看到了诚实的女孩、大
度的司机、仗义的路人、执法的交警，每一
个人的善良和用心，共同构成了这个美好
的社会。主角是“穷有信”的孩子和“优雅”
的富翁，构成了和谐社会的一道美丽风景。

小云为躲避大货车撞坏轿车，但她没
有逃之夭夭，而是不停地向车主道歉，主动
承担责任，表示要赔偿车主。从中可以看
出，小云为人诚实，这反映出她是一个“穷
有信”的孩子。而诚实守信，既来源于学校
教育，也来自良好的家教。

再说车主林先生，应该要比小云一家
富有。然而，当他了解情况后，并没有让小
云赔偿，而是嘱咐她擦干眼泪回家，别让父

母担心，骑车时也要注意安全。虽然道德修
养与财富多寡无关，也不会互成正比，但比
那些“人一阔，脸就变”的“为富不仁”之类
强多了。

然而，这并不是说“富人”都该像林先
生这样，面对有人撞坏自己的轿车都一概

“宽容”，而是想说，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做
到孔子所言的“富而无骄”和“富而好礼”。
人无论贫富，人格都是平等的。无论是穷人
还是富人，都该有些教养。教养是不分贫富
的，需要用人的品格来区分。社会上贫富情
绪对立，一定程度上就是“富而骄横”“富而
无礼”“嫌贫爱富”等市侩哲学和风气所造
成的。

当然，穷人撞了轿车之类，并非都属于
“宽容”范畴。小云是因为躲避大货车而撞
坏了林先生的轿车，看起来并不是小云违
反交规。但如果她违反交规撞了别人的车，
也不该受宽容。毕竟，“穷有信”和“富优雅”
也是有条件的。而无论如何，“穷有信”和

“富优雅”都值得赞，因为这是和谐文明社
会之需。

刘天放

4月 29日，广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次会议表决通过《广东省学校
安全条例》，用专章对教育惩戒内容作出
详细规范，在全国率先通过立法明确赋
予教师教育惩戒权。条例指出，中小学生
校内违规，教师应当予以制止和批评，并
可采取与其年龄和身心健康相适应的教
育惩戒措施，但不得对学生实施体罚、变
相体罚或者打骂、辱骂以及其他侮辱人
格尊严的行为。（4月30日《南方日报》）

广东省在全国率先通过立法明确赋
予教师教育惩戒权，用法治来为教师惩
戒“熊孩子”撑腰打气，无疑具有破冰意
义和示范效果，令人期待。

近年来，通过立法赋予教师教育惩
戒权，渐成社会各界的共识。但争议之处
在于实施细则，即教师该如何有效实施
惩戒权。以广东为例，去年条例初审时，
拟允许老师实行“罚站罚跑”的规定就曾
引发热议。之后，意见稿删除了“罚站罚
跑”条款，并将具体的惩戒规定下放给学
校主管部门，此举再次引发争议。

如今通过的条例定稿也不乏争议。
比如，“可惩戒但不得体罚”究竟该如何
拿捏好尺度？惩戒与体罚的边界在哪里？

“与其年龄和身心健康相适应的教育惩
戒措施”到底是什么措施？有争议不是坏
事，各方声音的理性碰撞，不仅会让“教
育需要惩戒”的共识更深入人心，也会让
教育惩戒权的边界、内容、形式等逐渐明
朗起来。

事实上，不必对“可惩戒但不得体
罚”具体如何落地过于担心。现实的复杂
性决定了法律制度不宜、也不可能事无
巨细。在教育惩戒问题上，现实复杂性主
要体现为两个极端：一是有些老师不愿、
不敢、不会管教“熊孩子”，一味和稀泥；
二是有些老师延续“暴力教育”思维，对
学生动辄体罚、辱骂甚至殴打。这种情况
下，“可惩戒但不得体罚”是一种折衷选
择，也是理性、务实之举。

教育惩戒权是一把“双刃剑”、是一
门艺术，关键在于拿捏好度。既然存在

“度”，必然要赋予老师一定的自主裁量
权。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老师、不同的环
境、针对不同的学生，具体惩戒措施也应
不同，甚至大相径庭。教育讲究因材施
教，惩戒也应因人、因事、因时而异。此
外，制定规则时，不妨与学生做好沟通，
让学生参与规则制定，使被惩戒者心服
口服。

值得一提的是，老师行使教育惩戒
权是典型的职务行为，一旦产生意外后
果，不能简单地把老师推向前台，甚至把
老师当“替罪羊”，学校及主管部门也应
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只有最大程度地消
除后顾之忧，老师才能放心大胆地依法
行使教育惩戒权。

广东“吃螃蟹”后，会有更多地方通
过立法明确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可以
预见的是，“可惩戒但不得体罚”将会成
为各地立法实践的一个共识和准则。

陈广江

热点追评

“可惩戒但不得体罚”
该如何拿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