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金评 让小学生
背得动书包
并非“无解”

高校退住宿费
是检验“契约精神”
的试金石

近日，一则“高校给2万学生退三个月
住宿费”话题登上了热搜榜单，引发了网友
热烈的讨论。

据报道，西安翻译学院发布通知，根据
实际住宿时间，本学期将只收取学生2个
月的住宿费，已经缴费的学生将退还3个
月住宿费，未缴费的同学将按照2个月时
间收取。本次退费涉及2万余名师生，费用
总计1700余万元。

（5月4日《每日经济新闻》）

此举引发广泛热议，有人认为，是顺民
意之举，很暖人心；有网友甚至喊话自己母
校，快来抄作业。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满足了学生及其
家长的期待，对社会关切有了良好的回应。
往更深层看，不仅是落实 4 月 10 日教育部
发布《教育部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学校收费有关
问题的预警》的相关要求：应根据实际住宿
情况合理确定退费办法，还是认真履行“契
约精神”的表现。

住宿就缴费，不住宿就不缴，缴了则
退，合理合规，是简单的“契约精神”，就该
如此。甚至可以说，高校退住宿费是检验

“契约精神”的试金石。
高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更应是履行

契约精神的典范和摇篮。尽管退住宿费会
给学校财政造成一定的压力，期间也确实
存在营运成本，但高校有义务替学生管好
物品，将契约精神履行到底。

因而，除陕西之外，不少省市都已纷纷
发文力挺“退住宿费”。河北明确要严格落
实教育部住宿费退费要求；四川将综合实
际住宿时间和成本支出结算清退；浙江要
求要做好各级各类学校疫情防控期间收费
管理工作。

多地高校严格依照非营利原则合理收
取住宿费，正好说明履行“契约精神”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

公共教育不仅应体现公平，还应体现
温度和责任。疫情期间灵活调整学生应缴
费用、酌情扩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补助
范围、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帮助学生晾晒被
褥等，正是维护教育公平，彰显教育温度和
责任的表现。事实上，润物无声，成风化人，
本身就是大学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眼下，各地高校复学复课时间已明确，
接下来，各高校均应结合实际抓好做实具
体的收费和退费办法，最大限度地体现教
育公平、责任，传递教育温度，把最大的实
惠留给学生，让广大学子切实从中受益。

李万友

热点追评

学校来信

校园德育教育
需在社会环境中完善

五一期间，新疆乌鲁木齐市西山
路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一小区内民
房起火。消防车前往事故现场后，一名
初中生奔跑在消防车前，并拿出手电
举过头顶，挥手示意消防车前往现场。
从小区门口到事故现场约 1公里，这
名学生全程奔跑着为消防车引路。5
月 6日上午，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
队指战员来到乌鲁木齐市第41中学，
向视频中的学生杜秉泽送来一份特殊
的纪念品。

（5月7日央广网）

凌晨举着手电奔跑 1 公里为消防
车带路，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既需
要一定体力，还需要一定胆量、智慧与
魄力。乌鲁木齐这名初中生，以自己的
坚定与执着，在社会最需要的时刻挺身
而出，为我们展示了青春风采，彰显了
新时代青年人的社会担当。一批一批的
青少年正在健康成长，向着真善美，长
成祖国未来建设的栋梁。

乌鲁木齐的这名初中生遇事不慌
张、临危有机智的表现，也为我们上了
一堂生动的德育教育成果展示课。只不
过，这种展示不是他在课堂上的情景表
演，而是他以一颗善良的心，平静地直
面社会，做出了自己的价值判断与行为
选择，表现出较高的人性关怀和道德风
尚。

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部分学校的
德育工作要么单纯是在课堂上理论宣
讲，要么停留在文字上的表述，口头上
常常喊，行动上落实难。表面上看，学
生在学校里学到的做人做事道理很多，
但是离开校园后，在具体的社会生活环
境中，他们在直面实际困难时，往往感
到无能为力，常常选择恐惧退缩或者干
脆逃避，保护不了自己，也解决不了问
题。

英国教育家罗素曾经说过：“真正
健全的道德，只会由于对世上实际所发
生的事情具有最充分的知识而得到加
强。”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对学生进
行单纯的道德理论说教，不如教会他们
如何正确处理社会道德事务，让他们走
出校门后，在真正社会环境中锻炼自己
的道德能力。只有经得起社会实践检验
的德育，才是真正完美的德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春由磨砺而
出彩，人生因奋斗而升华。乌鲁木齐这
名初中生正在用自己的无私义举，积极
践行着这个谆谆教诲。青春少年要有理
想信念的引领，要有奉献精神的支撑，
要有平凡生活的磨练，唯有如此，青春
才能经过成长经历的洗礼，经受住困难
的挑战，才能在平凡中创造不平凡，在
平淡中实现精彩。

朱小峰（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从2017年开始，广济中心小学大队部阶段
性随机对进校学生的书包进行称重，根据孩子的
体重和所在年级进行衡量，看是否超重。经过三
年的努力，该校学生的书包重量从最初的最重10
公斤左右减少到5公斤左右。

（5月5日《现代金报》）

正如该报道所指出的，小书包也有大学问。
但同样，小书包也成大问题。按理说，自己背书包
上下学应该成为小学生的“标配”，但现实中，孩
子的书包过重，所以很多父母甚至祖辈成为替孩
子背书包的书童。

医学专家认为，书包重量如果超出体重的
15%，就可能造成学生的脊柱侧弯，因此医生建议
书包最好不要超过学生体重的1/10。

2018年，杭州一个体育老师调查了不同小学
240名一到六年级学生，结果显示，大多数学生书
包重量都超过了他们体重的1/10。

小学生的书包超重真的“无解”了吗？难道出
于健康因素，小学生的书包必须由家长来代劳了
吗？广济中心小学的抽测学生书包重量的真研
究，为破解小学生的书包超重问题提供了一种新
思路。

书包的重量，跟书包里装的东西有关。那么，
小学生的书包里装的都是每天学习的“刚需”吗？
抽测给出了明确答案。除了我们日常认为的孩子
学习负担重的因素外，还有学生书包的整理和收
纳问题。比如学生不善整理，造成资料、杂物等堆
积在书包里。课程安排信息沟通不畅，造成资料、
文具多带等。所以说，书包超重这个“锅”不应全
由“学习负担重”来背。

让小学生书包的重量减下来，需要家校一起
来努力。一方面，学校要对这个问题引起重视，像
广济中心小学这样的做法，是很值得称道的。学
校把减轻学生书包重量作为促进学生健康的有
效举措，并通过经常性地抽测学生书包重量，了
解真实情况，除了加强宣传教育外，还通过设立
班级储物柜等，为学生的物品存放提供便利。的
确，像字典之类的工具书，家里再备一套，无需天
天放在书包里成“压舱石”。另一方面，家长要引
导孩子整理好书包，并按照当天的课标放入相关
学习资料。孩子形成这样的习惯后，每天的书包
重量自然会减轻一些。

现在，国家大力倡导对学生的劳动教育，让
孩子自己背书包是一个很好的抓手。当然，这个
需要把书包的重量控制在不影响孩子的身体健
康范围内。作为家长，也要有意识地监控孩子的
书包重量，既要让孩子背书包，也不能让过重的
书包压坏孩子的健康。

刘波（宁波市镇海区教科所）

漫画 严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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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别带了！

早就等
这句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