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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整治网络环境
保护孩子健康成长

日前，浙江省教育厅、省新闻出版局、
省委网信办、省通信管理局、省公安厅、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六部门联合下发《关于
做好未成年人网络环境专项治理行动的
通知》，要求集中整治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问题、集中整治网络不良行为、专项治理
低俗有害信息、加强对企业监督监管、加
强教育宣传引导等五项工作任务。

（10月27日《现代金报》）

笔者遭遇过不少家长的哭诉，有的
说孩子沉迷网络游戏，荒废学业，影响身
体；有的说孩子受黄色网络信息毒害，整
天精神不振，茶饭不思；有的说孩子为网
游充值、打赏，宁愿节衣缩食，用光了压
岁钱和生活费……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家长们每每说起此事，无不痛心疾首，却
又无计可施，徒唤奈何。

不仅家长无计可施，学校也深感为
难。靠老师苦口婆心教育，效果甚微，不
得已只能下一道禁令：不得带手机进校。
问题是，学校管得了上学几天，却管不了
节假日。网游上瘾的学生一旦离校，会加
倍疯狂地玩网络游戏，开展不良网络社
交。

有两则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人耽于
网络的严重性：2018 年 9 月，国家卫健委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对外公布，全球青少
年过度依赖互联网的比例为 6%，中国接
近 10%；《2019 年全国未成人互联网使用
情况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未成年
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93.1%，其中 15%的
未成年人遇到过淫秽、血腥等有害内容。
这一数据传递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难道还需要明说吗？

对此，笔者有三点建议：
一是整治要严。对查实的那些用不

良信息诱导未成年人的网站和平台，根
据情节轻重，依规依法分别予以行政和
经济处罚，直至勒令关闭，不能罚酒三
杯，约谈了事。

二是通力协作。互联网管理涉及多
个部门，因此，开展专项整治，也必须有
相应的职能部门共同参与，上述6个部门
必须各自履行好自己分管的那摊职责，
在教育部门的统筹下，分工协作，形成合
力，这样，才能发挥最大的威慑力。

三是形成长效机制。两个月的专项
整治可能会收到一定成效，但只要网站、
平台经营者的逐利动机尚在，未成年人
网游的兴趣不减，清网行动就难以毕其
功于一役，因此，需要 6 部门在总结此次
专项整治行动经验的
基础上，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建立整治网络的
长 效 机 制 。

陌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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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日无作业、适当布置体育和家务作
业……针对家长和学生反映强烈的中小学生
作业负担过重问题，太原市日前出台新规，明
确今后中小学要控制书面作业总量，全市小学
实行“每周一日无作业”制度。（10月 29日新
华网）

当下的学生作业多，这是不争的事实，一
项调查数据显示，上海15岁青少年平均每周花

费在家庭作业上的时间约为14
个小时，列全球首位。相比之
下，芬兰同龄青少年仅为3个小
时，排名垫底。而美国同龄青少
年平均每周花费在家庭作业上
的时间为 6.1 个小时，列第 15
位。而一些城市学生的作业量
更多。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学实
行“每周一日无作业”制度的确
是不错的，可现在不是叫好的
时候，更为重要的是，最后的成
功或是失败谁来评判？这是一
个重要的问题。

一说到减负，各地都将作
业量作为一个重要的举措。可
问题是，虽然规定了学生每天
用于做作业的时间，甚至还规
定，如果作业到晚上十点还没
有完成，可以不用做，可即便如
此，学生的作业仍然太多了，许
多学生做到晚上十点半或是十
一点半都完成不了。当然，还有
的作业，凭学生的能力根本无

法完成。
太原之所以出台“每周一日无作业”，是因

为据一些家长反映，目前太原市不少小学作业
量较大，有些年级作业难度大，超过学生认知
能力，比如让低年级学生参加问卷调查，写心
得体会文章等。同时，各科老师每天通过家长
微信群布置作业，孩子放学后，自己都不知道
作业是什么，还需问家长。针对现实提出减负
令，可以说是有着现实基础，也有着极强的操
作性。不但有检查，还有举报渠道，同时表示，
对造成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行为，实行零
容忍，举报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对减负
工作不力的相关责任人进行约谈，并予以严肃
问责。如此，我们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否
可以认为，太原市的学生从此迎来了“减负春
天”？这显然不能，因为类似的话说过了N遍，
减负减了这么多年，负担仍然很重。

出台“每周一日无作业”，先别忙着说好，
也别急着否定。等子弹飞一阶段之后再来评
判。评判有这么几个指标：其一，太原市处理了
几个违规的老师和校长？很多人可能会说，减
负令一下，大家都遵守了，怎么查得出来？这么
说肯定是太“天真”了。铤而走险的人估计不
少。就像在职教师不能参加培训班一样，查处
的比率实在太低了，被处理的人数更是少得可
怜，如此，又怎么可能杜绝呢？其二，评判的时
候，不妨通过暗访的形式，邀请“第三方”或是
媒体记者去做，让他们问问学生和家长，一切
都明白了。

“每周一日无作业”该不该叫好？究竟能走
多远？是否只是一种形式？最终的结果应该让
最权威的“家长和学生”来说话。 王军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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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假期，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走进田间
地头，体验和学习农耕文化。如今，常有孩子闹
出“藤上摘土豆”“树上挂西瓜”的笑话，因此开
展农耕教育，不仅能让孩子们识五谷、有常识，
更能让他们爱劳动、知勤俭。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
卷网，对 2003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93.0%的受访者感到身边五谷不分的青少
年多。95.7%的受访者认为对青少年开展农耕
教育，有利于他们长大后参与乡村振兴。
71.9%的受访者希望学校在春耕、秋收等季
节，带学生参与劳动体验。

（10月29日《中国青年报》）

大部分受访者力挺农耕教育，这与近年各地
倡导“劳动教育成为必修课”有异曲同工之妙。事
实上，农耕教育就是劳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实，70后农村家长的记忆里，应该有“农忙假”的印
痕。不少家长心疼孩子或担心孩子帮倒忙，让孩子
在家玩耍。家长埋头劳作，孩子缺乏成人有效引
导，加上玩兴大，所以其教育意义可能也有限。

取消“农忙假”，并不是否定劳动教育，不管
在什么时候，“爱劳动、爱粮食”的教育都不可或
缺。只是，比起早先农忙假的“放任自流”，我们
更需要正确引导，让孩子真正参与农耕教育。现
在不少学校都在搞农耕教育，也组织了不少活
动，比如组织师生去挖番薯等，队伍浩浩荡荡，

活动热火朝天，但这更多的是丰收的喜悦，没有
参与耕种、培育等，劳动艰辛的体验就打了折
扣，也少了许多等待的期盼，学生更像是在经历
一场乡村游。

笔者以为，农耕教育不能流于形式。学校
最好在外面承包土地，设立固定的农耕基地，
让学生参与农耕的全过程，播种、除草、施肥，
收获，农耕教育要有相对专业的老师，或者邀
请当地农民跟进，那样，学生的体验更真实、
更深刻。劳动是辛苦的，但过程是充实的，收
获是幸福的，学生因此而更加热爱劳动。

另外，尽管有必要让学生体验劳动的辛
苦，但是，社会在前进，其实许多劳动都机械
化了，同样的农民，过去与现在已经大有不
同。因此，农耕教育不要一味放大劳动的辛
苦，在教育的同时也要让学生感受科技革命、
农业创新给农业生产，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影
响，让他们体会“科技兴农，农业兴国”的时代
趋势，让他们知道农业与知识永远是不脱节
的，让他们了解一些农业精英，知道“希望在
田野上”，农业生产也大有可为。

总之，笔者以为，只有渗透更多实践经
验、时代元素的农耕教育，才是积极、有效的
农耕教育，也才能更好地培养孩子爱劳动、爱
粮食的良好习惯，也更利于他们立下振兴乡
村的宏愿！

冯海燕

农耕教育也要渗透时代元素

“每周一日无作业”有无效果谁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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