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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不吐不快

新修订的体育法近日颁布，其中，
确保体育课不被占、在校每天锻炼不
少于一小时等条款，充分体现了加强
青少年身体素质、促进青少年全面发
展的国家意志。

青少年的健康是社会关注、家长
关心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体育课
被占用，“体育老师生病了”，每天运
动时间不足，不仅让孩子们失去了
锻炼权，也让“小眼镜”“小胖墩”日
益增多，孩子们不同程度存在健康
隐患。

面对我国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

主要指标连年下降的困境，从中央到
地方，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要求

“开齐开足体育课”，但部分学校仍执
行不到位，加之体育师资不足，担心
学生运动伤害等因素，使得体育课内
容保守、学生兴趣不浓，“应试体育
课”“不出汗体育课”成为日常。

新修订的体育法将青少年和学
校体育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明
确提出国家将体育科目纳入初中、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新增“确保体
育课时不被占用”“保障学生在校期
间每天参加不少于一小时体育锻炼”

等条款……这些修订，不仅体现了加
强青少年身体素质的国家决心，也意
味着孩子们享受体育课、在校锻炼一
小时的权利，得到了法律保护。

一直以来，体育课不受重视，孩
子锻炼时间不足，根源都在畸形、功
利的教育观上。想正本清源，需改变

“用分数给孩子贴标签”的心态，让全
社会对素质教育、核心素养有更深认
同。同时，体育老师也需认真研究刚
出台的新课标，上好体育课，教会孩
子一两项运动技能，让他们真正融
入、沉浸到运动中，享受体育乐趣，培

养终身锻炼的习惯。
需要警惕的是，孩子的锻炼权在

现实中仍可能被侵犯，为此，相关部
门需强化监督、投诉、举报机制，以确
保“体育课不被占、在校每天锻炼不
少于一小时”成为所有学校常态。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
兴。保障学生的锻炼权，不仅考验着
学校“一切为了孩子”的初心，也考验
着家长和相关部门监督、管理的恒
心，更考验着整个社会持之以恒、重
视体育的决心。

据新华社

“体育课不被占”入法
学生的锻炼权需保障

近日，云南农大学生丁习功和
高先龙在耕地拍短视频，宣传学校
欢迎高考生报考，被网友指太过硬
核为“招生减章”。该校党委宣传部
部长彭吉萍告诉澎湃新闻，觉得学
生真实可爱。

（6月29日澎湃新闻）

云南农业大学学生卖力宣传
学校反被指“招生减章”的视频何
以走红网络？笔者以为，其原因主
要有二：

一是真实。
我们熟悉的高校招生宣传片，

都是由学校出资，聘请专业人士精
心制作，导演、编剧、摄像一个不能
少，参加拍摄的校领导、专家、教授
按照剧本要求摆拍各种镜头，为了
取得最佳视觉效果，拍摄者运用横
摇、上下直摇、升降镜头、推轨、变
焦推拉镜头，不少地方还动用无人
机进行航拍，再经过后期剪辑加
工，一部高大上的学校宣传片便横
空出世了。

这 样 的 宣 传 片 ，不 可 谓 不
美，但却让人觉得有点空。而云
南农大的丁习功和高先龙两名
学生，以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为
背景，既不开美颜，也不用滤镜，
直 接 面 对 镜 头 为 学 校 做 宣 传 ：

“欢迎报考云南农业大学，我们
这里真的不用天天挖地”。令人
忍俊不禁的是，他正说时，后面
传来拖拉机的声音，该学生扭头
说 ：“ 哎 ，那 边 开 机 器 声 音 小 一
点。”说完了还打招呼说：“不好
意思，那个不是学校里面的”。不
难看出，视频展示的是农大真实
的学习场景，而不是经过装饰或
美化的虚假场面，学生所说的都

是发自肺腑的真实想法，而不是
事先准备好的台词。

二是朴实。
两位学生在介绍自己母校优

势时，没有滔滔不绝介绍学校悠
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校园环
境也非常的美丽，食堂饭菜也非
常的美味，学姐也非常的漂亮，还
可以每天喝普洱茶。我在云南农
业大学等你哦！”寥寥数语间，透
露出他们对母校的热爱，正是这
种深厚的情感，让万千网友产生
共情。

也许是因为两名学生不加修
饰的本真出演，让一些看惯了传统
学校宣传片的网友感到太过粗朴
和稚嫩，有网友甚至吐槽其太过硬
核为“招生减章”。言下之意，这样
的短视频可能不会给学校宣传加
分，反而会给学校形象减分，学校
一度也曾担心影响招生而让他们
删除视频。

事实上，正是因为云南农大两
名学生拍摄的视频太接地气，真实
而粗朴，朴实而稚嫩，而受到万千
网友的喜爱，视频很快走红网络。
云南农大党委宣传部长彭吉萍由
衷赞叹：“他们把他们学习的一些
场景展示，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和
理解展示给了大家，我觉得农业是
第一产业嘛，我们学农的学生如果
不爱农业，那肯定是不对的，所以
我觉得挺好的。”

不得不说，云南农大两名学生
以质朴的语言、平实的视角宣传学
校，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宣传效果。
这不是什么硬核“招生减章”，而是
标准的“招生加章”，必须给两位学
生点个大大的赞。

维扬书生

农大“招生减章”
何以让人眼前一亮？

6月 26日晚，网传今年广东
省茂名市高考第一名，三次考上
北大，获得奖励金额累计200万
元，此消息一出引发网友热议，有
网友评价：“比上班来钱快”，更有
甚者称该考生是“职业考生”“高
考雇佣兵”。

(6月28日红星新闻)

三次考上北大，获得奖励金
额 200 万，羡慕也罢，嫉妒也罢，
抑或恨得牙根直痒痒。但如果
没点真实力“加持”的话，真不
敢想象。

这是个多元化价值观共存并
提倡主张个人权利的时代，再说，

“法无禁止即可为”。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只要教育部门没有明令
禁止复读，没有出台考上名校不
上的“惩罚性”规定，那么，决定复
不复读，以及决定上不上著名大
学，我们都应该尊重个人多元化
的选择。

针对此事，有网友在网上留
言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无
可厚非。的确，表面来看，于考
霸金炫宇而言，他虽付出了三
年的辛劳，但收获了 200 万，可
谓值得；对“雇用”金炫宇的有
关民校来说，虽花费了百万或
百万以上的“真金白银”，但为

学校赢得了荣誉，争取了更多
的招生名额，可谓划算。

不过，我们似乎更应该透过
现象看本质。在笔者看来，透过考
生、学校双赢的背后，最受伤的却
是教育公平和社会诚信。

首先，考生考上北大，却又不
上，势必在招录环节挤占一个名
额，虽然在确定考生考上北大不
上后，有关学校可以采取补录措
施，但很有可能让那些很有希望
被北大录取的高分考生，在填报
志愿时与北大“失之交臂”，这对
这些高分考生来说，显然不公平。

其次，据报道，该考生只是挂
靠在广东某民办高中，然后在异
地的河北衡水复读，考前一个月
回考试地适应题目，考上北京
大学后民办高中给奖金 、发喜
报……如果属实的话，甘当“高
考雇佣兵”，实则就是间接地参
与民办学校虚假宣传。于此，对
该考生和民办高中来说，显然
都有违“诚实守信”原则，而如
果所有人所有集体都为了个人
或集体眼前利益而不择手段，
那么，诚信社会建设岂不是一
句空话？

这件事也提醒有关部门，应
该立即堵上这样的漏洞，刹一刹

“高考雇佣兵”的歪风。 王志顺

“高考雇佣兵”
伤害的是社会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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