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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百姓话语

打赢手机“拉锯战”
家长要当“合格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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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记者在宁波一
家餐厅门口等候区看到两个小
学生正拿着手机玩游戏，一旁
家长也盯着手机在看。暑期，在
地铁、商场等处，这样的现象比
比皆是。一位受访家长坦言：

“这个习惯的确有点不好改。”
也有位家长无奈地说：手机“拉
锯战”打得很痛苦。

（本报今日A03版）

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等移动终端兴起，互联网的触
角已是无处不在。在此次受访
的近500位家长中，83.39%的受
访家长表示，孩子会在暑期使
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让孩子“一点不
沾电子产品”很难。

手机“拉锯战”打得很痛
苦，这是一位家长无奈的感叹。
其实，如果非要把“暑假孩子玩

手机”当成一场“拉锯战”的话，
我想最终的结果会是家长和孩
子的双输。如果非要分个输赢，
我想，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孩
子使用电子设备”。

公平一点说，所有电子设
备都“没有原罪”。手机没有错，
平板电脑也没有错。有错的是

“没有合理使用”，有错的是“用
在了不该用的地方”，有错的是
电子产品上“不适合孩子的内
容”。

对家长而言，要想让孩子
合理使用电子产品，那就自己
必须是“第一任老师”。就像记
者的调查显示：孩子在低头玩
游戏，家长在低头摆弄手机。这
就是言传身教的问题。家长在
与孩子打“拉锯战”的时候，如
何“拉回孩子”？家长要“服人”
而不是“说教”，你一直在“刷手
机”如何教育孩子？只有家长

“合理使用手机”才能影响孩子
“合理使用手机”。“天天玩手机
的父母”带不出“不玩手机的
娃”。

再者，需要引导孩子使用
电子设备“做有益的事情”。如
果是用于学习，用于认识社会，
用于了解传统文化、非遗文化，
用于开阔视野等，那有何可畏
惧？不仅不会是“毁人不倦”还
会是“诲人不倦”。想有个好的
结果，关键要做到“孩子不沉迷
游戏”以及“用到该用的地方”。
比如，有一位家长就借助电子
设备等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
画画技能等，这就是“有益的玩
手机”。

暑假不能是“终于可以玩
手机了”的狂欢。不是技术可
怕，而是“技术被滥用”可怕。打
赢手机“拉锯战”，需要家长做
个“合格的对手”! 郭元鹏

从2020年试点开始，职业
本科逐渐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
培养道路。今年，不少开展本科
层次职业教育的院校增设了新
专业，扩大了招生规模；与此同
时，喜人的就业情况，折射出我
国职业本科教育具有良好的发
展前景和旺盛的生命力。

（7月19日《工人日报》）

近年来，我国对职业教育
越来越重视，有利于其发展的

“大礼包”不断推出，其中就包
括“职业本科”，旨在着力培养

“有社会责任感、工匠精神、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层次技
术技能人才”。

2019年起，教育部批准32
所学校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试点；去年 6 月，第一届“专升

本”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职业
本科迎来快速发展。以浙江药
科职业大学为例，2023年省内
普通类第一段录取工作顺利完
成，26个本（专）科专业一次性
完成所有招生计划。其中护理
专业录取分数线最高，为 554
分，超出一段线 66 分。其他 17
个本科专业录取分数线超过
541 分，显示了全国第一所药
科类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的办学
实力。

事实上，职业本科生在本
专业的理论知识上未必低于普
通本科生，而在技能水平上显
然还高于专科生甚至普通本科
生，这是其就业的独特优势。

但还要看到，高职院校毕
业本科生在求职中也遭遇了尴
尬。用人单位对“职业本科”还

存在偏见，新专业的社会认知
度较低，有些甚至几乎不在企
业的招聘范围内，有时连简历
初筛都过不了。职业本科生发
展尚处于起步阶段，面对现实，
职业本科生唯有苦练内功，在
本科学习期间打牢基础，才能
让自己更有底气、更有竞争力，
也才能逐渐被社会认可。

对于决策者来说，如何保
障包括职业本科生在内的所有
毕业生在就业上的平等权利，
显然是当务之急。此背景下，健
全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合
格的职业本科生是大势所趋。
所以，全社会还要不断提升“职
业本科”的认可度，由此才能让
职业本科招生就业“双利好”更
稳固，将“职业本科”这块招牌
擦得更亮。 刘天放

让职业本科
招生就业“双利好”更稳固

暑托班要让家长
“托”得安心

暑期，不少艺术培训机构纷纷开出暑
托班，但由于监管跟不上，出现了诸多问
题。日前，有家长通过宁波民生e点通群
众留言板发帖，反映一些暑托班存在卫生
环境脏乱、食品卫生无保障的情况。而小
e采访发现，对暑托班，我市尚存在监管
盲区。

（7月18日《宁波日报》）

从记者提供的照片看，市民反映的某
家暑托机构存在的卫生环境（厕所）脏乱
现象确实存在，好在曝光后马上得到了整
改。记者采访另外几家暑托班的环境卫生
还行。

其实，笔者所担心的是安全问题。譬
如食品安全。报道显示，暑托机构午餐多
是叫外卖，也允许学生自带食品，也有老
师自己做的。无论哪种方式，或多或少都
存在安全隐患。

暑托机构跟其他行业不一样，有其特
殊性，其他的行业是面对面的，卖家直接
对接买家。暑托机构则不一样，是花钱的
不消费，消费的不花钱，也就是说，家长买
单，学生消费，机构服务的是学生，买单的
家长是直接感受不到机构的服务。服务好
坏，家长只能通过小孩反馈才有所知。由
于反馈主体年幼或者夹着个人的喜好偏
爱，信息难免失真，这样，家长更不放心
了。

故此，暑托机构要让家长“托”得放
心，就需要加强外部监管。鉴于暑假托管
服务的市场需求日益庞大，且还将年复一
年地举办下去，教育、工商等职能部门除
了不定期对暑托机构进行抽检外，还须建
立常态化监管机制，规范其运行。家长毛
女士的话很有代表性，她说：“现在市面上
暑托班很多，至于托班合不合规的也不知
道，只能在选择时关注下机构环境之类肉
眼可辨的细节。如果职能部门能有一个指
导名单就好了。”

另外，暑托机构要做好家校沟通，从
服务细节做起，让家长放心。譬如做好接
送工作，做好就餐拍照、餐后反馈、午休拍
照等细节，老师将孩子的就餐情况、菜品、
满意度以及午休情况等拍照上传到家长
群反馈给家长，让家长知道暑托机构为孩
子做了什么，做得怎么样，让家长觉得这
个钱花得值。别小看这些“举手之劳”，动
动手也是在接受家长监督，以便随时听取
家长意见建议，将暑托工作做得更好。

如此，家长自然就会放心地把孩子交
付给暑托机构了。 陌上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