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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校采集学生家庭信息而
言，以往一些案例简直堪称莫名其
妙。其中，对家长“个人情况”刨根问
底、事无巨细的收集，更是一再引发
争议。此番，教育部《通知》里专门强
调，“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
信息”可以说是对过往暴露出的典
型问题的针对性回应。置于现实语
境下，这无疑是很及时、很必要的。

按理来说，学校等机构在入学
登记环节采集家长信息，属于“例行
动作”，是标准化程序的一环。此前
一段时间，这一环节居然频频触发
争议，令人困惑。究其原因，或许大
致有两个方面的解释。其一，就是

“历史遗留问题”。时至今日，一些地
方一代代沿袭照抄过去的格式文
本，其中浓厚的“计划时代遗迹”与
当今社会已格格不入；除此以外，某
些学校别有所图的“自选动作”，也
直接导致了家长信息采集的走样变
形。

家长收入多少、职位高低，其实
丝毫不影响学校日常的教学和管
理。收集此类敏感信息，要么是没事
找事，要么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诚如很多家长所担忧的，此类举动
是不是意味着学校可能“差别对待”

“看人下菜碟”？比如说，一旦有学生
间发生冲突，学校会否讨好权贵拉
偏架？这些担忧，或许是纯属多虑，
又或许也非杞人忧天。但猜忌来猜
忌去，家校之间的互信已然耗损，双
方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

事实上，就算是一些有来头的
家长，很多也有意低调做人，相当忌
讳把职位、收入等信息全盘告知校
方。这些人之常情，都是可以理解
的。此番，教育部明确，信息采集要
坚持“非必要不采集”之原则。换而
言之，所有被采集的信息，都必须要
跟学籍管理、教学开展等有直接相
关性，否则就不能收集。从以往的

“能多则多”到如今“能少则少”，收
集的家长信息减量了，整个过程更
为专业、克制和纯粹了，这对于增强
家校互信，是有积极意义的。蒋璟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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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年多，出于疫情防控需
要，不少市民清明追思习惯已发生
变化，居家追思、网络祭扫、公益代
祭等方式，成为很多人的选择。日
前，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下发通知：除“三年内新墓”外，全
市暂停清明期间线下祭扫活动，倡
导市民采用网上祭祀、居家追思、代
为祭扫等绿色祭扫方式。

（4月2日《宁波日报》）

又是一年青草绿，又是一年清
明时。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节
日，清明节寄托着中国人特有的追
思情感，延续着民族文明的传承。每

逢清明到来，国人总会以各种方式
祭奠祖先、悼念逝者，从而表达哀思
之情，这是保持与传承中华礼俗的
重要实践，是弘扬家风家训，培育道
德与良知的重要途径，具有凝聚社
会情感与民族精神的特别意义。

文明祭祀过个清朗节。随着生
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移风易俗持
续推进，过去“鞭炮声声、香烟缭绕”
的祭祀风俗已经得到极大改善，很
多人自觉用文明新风表达慎终追远
之意。祭祀的实质，是心境的表达，
方式可以有很多种，献上一束鲜花、
述说一段真情，也能够达到祭祀目
的。特别是现在互联网发达，网络祭

祀已然兴起，以虚拟空间代替实地
祭拜，也能够同样真诚表达情感，并
且还有助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
播。社会文明在不断进步，节日习俗
也会随着环境变化作出适应性的调
整与更新，“梨花风起正清明”，让清
明回归清洁明净的本色，是节日传
承的应有之义。

做好防控过个平安节。清明是
人流聚集的高峰期，面对当前疫情
防控的严峻复杂形势，在祭奠先人
的同时更要保护好生人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主管部门要根据当地
疫情形势和防疫政策，科学制定祭
扫工作措施和具体方案，及时向群

众公布，做好群众引导和祭扫管理。
群众也应自觉服从防疫要求，对自
己、家人和社会安全负起责任，确保
安全才是对先人最好的告慰。

天地清明，人间有情。对祖先的
祭祀是深刻的生命伦理教育，要提倡
感恩的情怀，始终对先人保有尊重之
心和缅怀之情，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
向心力的重要内涵。要以清明祭奠为
契机，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大
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青
少年养成文明理念和文明习惯，学会
心存感激、心怀关爱，让传统文化的
优秀种子扎根青少年的内心，结出丰
硕的美好果实。 胡蔚

慎终追远传承中华礼俗

校际公平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
焦点。随着日益加剧的升学竞争压力，
优质高中名额分配问题成为映射教育
改革成效的“显微镜”。去年 7 月，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
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其中提
到：深化高中招生改革。各地要积极完
善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
综合素质评价的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录
取模式，依据不同科目特点，完善考试
方式和成绩呈现方式。逐步提高优质
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
的比例，规范普通高中招生秩序，杜绝
违规招生、恶性竞争。教育部此次《通
知》，正是对《意见》的落实。

落实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
到区域内薄弱初中的政策措施，从不
让一个学生掉队的教育理念，走向不
让一所学校掉队的教育格局，有利于
为更多学生打开通道，让他们有更多
机会升入优质高中，同时也有利于给
择校热降温，有利于学校充分利用教
育资源，把教育公平落到实处，促进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同时，也有助于
提振广大不选择生源初中学校的教育
信心，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形成良好
的教育生态。而对家长而言，也有利于
进一步引导家长树立科学教育观，减
缓教育焦虑。

深化高中招生改革，既需要全面、
系统地测算区域内学生升学人数、区
域优质高中、普通中学及薄弱学校比
例，还要在招生分配原则、实施程序、
分配结构、监督管理上下功夫，积极发
挥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办学主体、广大
学生家长的不同作用，以确保政策执
行到位。

当然，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仅
仅有招生制度改革的“物理变化”还远
远不够，还要通过一系列举措，通过

“化学变化”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流动。
诸如教师区域交流轮岗制、“名校带弱
校”的模式，以及利用好国家中小学智
慧教育平台等，让每一所学校从传统
的教“好学生”转向全面“教好”学生。

丁慎毅

深化高中招生改革
从教“好学生”
转向“教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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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对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作出部署。《通知》强调，各
地要健全义务教育入学报名登记制度，按照材料非必要不提供、信息非必要不采集原
则，进一步规范报名信息采集。严禁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信息，不得利用各类
APP、小程序随意反复采集学生相关信息。同时，《通知》还提出，落实优质普通高中招
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薄弱初中的政策措施，引导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近入学。

（4月1日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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