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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骗子也有“开学季”
防骗手段当升级

防公师生“鲶鱼”变“咸鱼”
需完善支持机制

13年来，超过3000名国家和地方公费师范
生（以下简称公师生）如同种子一样，播撒宁夏
各地，成为推动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与此
同时，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在县城高中，一些
对教育满怀热忱、立志用自己的学识为地方教育
带来生机的公师生，却在优质生源严重流失、施
展新教学理念屡屡碰壁、评职称难等现实困境面
前，变得“一谈理想就痛苦”。

（半月谈8月26日）

就具体实践看，在基层，尤其是中西部偏远
落后地区县级高中教育疲软的大环境下，毕业于
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受过数年专业熏陶、具有
较强教育情怀的公师生，下到基层后由于有较新
的教学理念、充沛的精力等，很容易成为激活基
层教育活力的“鲶鱼”。

然而，就现实来看，这些公师生在发挥基层
高中教育“鲶鱼效应”的同时，由于诸多主客观
现实困境影响，很难“扎根”，一些留下的年轻人
热情渐消，有了“咸鱼”心态。

比如，西部基层优质生源流失严重，县城高
中升学压力更大，但县城高中却不敢大胆重用年
轻公师生；职称评定难，论资排辈“熬”煞年轻公
师生；新教学理念难以施展，公师生陷入自我怀
疑；外出培训机会少，视野渐狭隘，水平难提升
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直接或间接打击、消磨
公师生在基层扎根的信心。

国家推出公师生，其目的就是把一些教育
的新理念、新思路、新风气等带进基层，以期扭
转和改变基层教育效果不佳的不利局面。而这，
需要的不仅是要为基层投放高质量的公师生，
更同时应该有人尽其才、发挥应有效应的一系
列配套新机制。遗憾的是，从现实看，这却是缺
失的。这也是公师生“鲶鱼效应”变“咸鱼效应”
的根本原因之一。

比如在用心用好的问题上，由于没有相对
独立的公师生破格或大胆使用机制，使得一些
基层县级高中明知年轻公师生们有能力、有潜
力，却就是不敢在具体实践中大胆使用。这其
中，与地方具体学校的领导思想解放有一定关
系，但更深一层，却未尝不是基层在没有破格使
用公师生新机制的制度撑腰，从而缺少担责和
底气密切相关。

又如在职称评定上，由于缺乏必要的公师生
职称晋升单列和倾斜、革新机制等，使得公师生
在论资排辈等不尽合理的旧职称评定机制面前，
毫无优势和机遇可言。职称连着教学能力和效果
的肯定与待遇，失去优势的公师生有满满的挫败
感可以想象。

再比如在教育新理念的落实上，由于缺乏必
要的教学改革和实施跟进机制，使得基层县级高
中明知相关教育新理念效果好、跟得上形势，但
在具体实施中就是缺乏具体操作制度支持，以及
必要的人文配合等。当然，相关的不配套问题还
有不少，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谨防公师生“鲶鱼”变“咸鱼”，除了直接浅层
和表面地给予学校用人自主权、要求基层县级高
中要“敢于重用”公师生，将他们放在关键和重
要岗位上，让他们充分发挥自我，公师生也要自
我发奋保有动力等之外，更应该从公师生人尽其
才激发的根本配套制度上发力。而这，基层主动
改革配套是一方面，上层的及时完善指导推
进也很重要。 余明辉

心肺复苏纳入学校教育
此事宜急不宜拖

近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教育部联合
印发通知，将学生健康知识、急救知识，特别
是心肺复苏纳入教育内容。通知指出，学校红
十字工作要把健康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
内容，针对青少年生理、心理特点，积极开展
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

（8月25日新华网客户端）

在我国，几乎每分钟发生一次心脏猝死事
件，而心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不到1%。但是，
我国只有大约1%的人群掌握了心肺复苏基本
技巧，在美国，心肺复苏的掌握率为30%左右，
因此，多一人学会，就可能多救一条命。

学生接受新事物、学习新技巧的能力普
遍较强。心肺复苏作为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生
存技能之一，学校开展相关培训教学，能够有
效提高国民整体急救意识和技能，拯救更多
人的生命，是一件对学生、学生家庭和整个社
会都有益的事情，值得各方积极行动起来，大
力推进。

但是，笔者担心的是，把心肺复苏纳入

学校教育内容，从教育部到各级学校，如果
作为一个常规文件精神进行贯彻落实，将会
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真正到了学校，由
于学校要安排落实的教育教学任务有很多，
这个事情的推进有可能会被拖延，或者大打
折扣，仅仅是安排学生观看心肺复苏相关演
示，并不提供学生逐个单独操作练习的机
会。实际上，心肺复苏教学，如果缺乏模拟性
的实操训练，就变成了“纸上谈兵”，毫无意
义可言。

同时，值得提醒的是，心肺复苏技能不仅
要学好、练会，还要建立起定期演练机制。一
方面，心肺复苏技巧在传授给学生之后，要定
期开展相关练习，保持学生的“手感”，防止因
为长时间缺乏练习而发生技巧遗忘或生疏；
另一方面，要对学生进行相关资格证书的考
核，在其取得急救员证的情况下，鼓励他们就
近就便参与红十字会志愿服务，比如校园、车
站、购物中心和其他人群聚集场所等，用自己
的急救专长服务社会、服务民众。

朱小峰

又是一年开学季，在新闻中，我们会发现
有许多与“安全”有关的消息：某某高校同学
被骗取几千元学费；某某高校同学网络兼职
被骗……

开学季，也是诈骗高发季。此时，“防骗”
再次成为校园群体关切的话题。客观讲，严厉
打击电信诈骗的行动一直在进行且从未中
断，但由于诈骗花样翻新，骗子并没有绝迹。

从诈骗手段看，骗子的工作做得越来越
“深入”和“细致”。不仅有贷款、资助等借口，甚
至还借助高科技手段，如人工智能模拟家人声
音，利用AI换脸伪装成任何人实施诈骗。这些
无一不在考验和挑战学子们的智商、情商和生
活常识。对此，无论是家长、学校还是警方，都
在提醒学生切莫轻易相信网络信息。

如何提高防骗意识，谨慎留意和细心应
对，才能避开诈骗陷阱？

骗子的最终目的是骗钱，因此，接到要求
付款的信息后，千万不要按照对方所说的步
骤去操作，否则，肯定上当受骗。遇到疑似诈
骗信息，一定要找辅导员老师、家长或其他同
学求助；如果认定是诈骗，必须报警。即使对
方以提高信用卡额度为由，也不要相信，绝不
能贪小便宜而上当，因为“天上不会掉馅饼”。

如今，诈骗的花样繁多，也更高科技，令
学子们感到“体贴”和“暖心”，甚至“温馨提
醒”学子们有上课使用手机现象并要求回复
信息。其实，只要与辅导员老师核对，就知道
真伪。骗子再“走心”，只要不轻信，骗子就不
会得逞。由此，骗子也有“开学季”，防骗手段
当升级。这需要学子们对行骗的各种招数有
一个全新认识，使自己的防骗意识永远跑赢
骗子的招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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