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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饼”式扶贫当杜绝

集思录

城市公用电话亭不妨来个华丽“变身”

画里有话 图/沈海涛 文/贾梦宇

站着吃饭算哪门子“先进经验”

微 评

家校群变成“负担群”
扭曲家校关系

“节俭办酒加分”
助力移风易俗

□王丽美

随着微信的广泛使用，不少中小学幼儿园以班级为单
位建群促进家校联系。然而实际中，原本的交流平台发生
变异，有的学校在其中发布教学内容，家长好比“助教”一
样被绑架在学校教育中，产生心理焦虑的同时也给学生造
成更大的课后负担；有的群还异化成“攀比群”“马屁群”甚
至培训机构的“广告群”。（据半月谈网8月28日报道）

老师在群里发布各类学校作业与孩子学习成绩、经常
公开点名表扬或批评学生及家长，家长成了编外“助教”；
家长不时晒出各种旅游照片、培优习题等，相互攀比；有家
长经常对老师献上溢美之词，动用各种资源讨好老师；老
师代发各种广告，让家长左右为难⋯⋯“助教群”“攀比群”

“马屁群”“广告群”，变异了的家校群成了家长的“负担
群”，显然与建群的初衷南辕北辙。

让家校群发挥应有作用，关键在于厘清学校教育和家
庭教育之间的责任与界限。学校要尽职尽责做好本职教育
工作，强化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严厉惩治各种“师腐”行为，
净化教育生态。同时，家长也要理性看待家校互动，关注和
配合学校教育但不能过度参与、干涉及包办。只有回归建
立家校群的初衷，摒弃功利化思维，双方相互协调又各尽其
责，才能真正实现家校共育的目标。

□杨朝清

“节俭办酒已经写进‘积分书’里了，往后啊，节俭办酒
也可以像做好垃圾分类、慈善公益一样加分了”。不久前，
浙江诸暨市直埠镇孙郭村的小孙正在筹办婚礼，村红白理
事会上门了，他们在送上祝福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份有关移
风易俗办酒的倡议书。围绕环境卫生、和谐文明、热心公
益、节俭办酒，孙郭村试点村规民约积分制，年度总积分前
五位的农户，各奖励“失地农民保险指标”一个，其余有积分
的村民也可以兑换礼品。（据《绍兴晚报》8月28日报道）

烟得是好烟、酒要好酒、菜肴须上档次、随礼少了拿
不出手⋯⋯近年来，一些农村愈演愈烈的“酒席风”让农
民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与精神压力。铺张浪费、人情
攀比的陋习，让农民苦不堪言却又左右为难。

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圈子，“人人如此”的地方性习俗
具有强大的制约力量，单靠农民自身的力量去改变陋习很
难奏效。乡规民约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具有社会治理的功
能。节俭办酒进入乡规民约，并进行考核和激励，不仅让
村民降低了办酒席的成本、减少了经济负担，还能得到物
质上和精神上的奖励，能够有效提升农民的参与意愿与热
情。当“节俭办酒”得到村民普遍的认同，成为他们共同的
价值追求，文明新风才会延伸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

乡风美，乡村才能美。“节俭办酒加分”将乡规民约与
激励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成效，在建
设美丽乡村过程中，这一做法值得提倡。

福彩献真情 爱心助学子
——河北省福彩中心助寒门学子上大学(二）

每年高考季,福彩

助学忙。

16 年来,河北省福

彩中心一直努力把“福

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

品 牌 公 益 活 动 做 大 做

强,已帮助 5 万多名寒

门学子圆了大学梦。目

前, 第 十 七 届“福 彩 助

学”活动的报名环节已

经结束,全省各级福彩

中心正陆续对需要资助

的寒门学子进行认真核

实,发放资助金。

近日，武安市福彩

中心的工作人员从首批

提 出 助 学 申 请 的 学 生

中，选择了部分品学兼

优、家境贫寒的学子进

行入户调查。同时，秦

皇岛市福彩中心工作人

员也走访了申请福彩助

学的部分寒门学子。寒

门学子生于苦难却自强

不息的精神，令大家深

深感动。寒门学子求学

不易的经历，让大家更

加坚定了帮助他们实现

大学梦想的决心。

奋发图强的李兴昂 孤儿不孤的张汇超 祖孙梦圆的韩崇尚 完成母亲遗愿的朱钰 自强乐观的韩泓炜

7 月 23 日上午，福彩工作人员来到
武安市康二城镇紫泉村，紫泉村的道路
并不宽敞，辗转前行后，见到了等在路边
的李兴昂的母亲李亚学。

工作人员在和李亚学的交谈中得
知，近年她筹办了一个小的课后辅导班，
主要是放学后和周六辅导村里小学的孩
子们，这项费用也是她主要的收入来源。
她说，孩子父亲在孩子出生后不到半月
就一走了之，再也没有回来管过孩子，离
婚后她自己一个人抚养起孩子。从孩子
幼时起，她辗转当过小学的代课老师、去
水泥厂打过工，去养鸡场给工人做饭，和
别人一起种菜、卖菜⋯⋯后来又开办了
这个课后补习班。

在与学生李兴昂的交谈中，工作人
员得知：由于父母离婚早，他对父亲没有
任何印象。母亲虽然非常辛苦，但在他面
前从未诉过苦。知道他被大学录取后，还
提醒他到大学后除了打工一定要扎扎实
实学好专业课。

李兴昂高中之前的成绩并不算好，
性格也比较内向敏感，他在紫泉小学、清
化中学的成绩一直是班上的中等，中考
考到了武安三中。但当他渐渐长大，特别
是在一个假期和母亲收割并去城里卖玉
米后，他越来越多地体会到母亲努力维
持生活的不易、云淡风轻背后的辛酸与
艰难。这一切终于使往日对学业并不算
上心的他有了奋发图强的决心，也决定
作为一个快成年的男孩必须要有所担
当。到了高二，他埋头学习、奋起直追，终
于在升高三的分班考试中，一跃到了理
科实验班。而在全年级 18 个理科班中，
实验班仅有 4 个。经过高三一年的悬梁
刺股，以及母亲默默的支持，李兴昂不负
众望地取得了 580 分的好成绩，超过一
本线60多分，被沈阳工业大学录取。

武安市活水乡井峪村四面
环山，群峰叠翠，当地小有名气
的莲花洞旅游景点位于村南的
聚龙山下。张汇超就出生在这
里。

2000 年夏天，张汇超的父
亲在矿山打工时不慎触电身亡，
母亲选择了离开，还不曾和父亲
见过面的张汇超成了孤儿，由奶
奶、爷爷抚养。奶奶张勤林回忆
起往事泪流满面。她说，老伴
2014 年得了脑瘤过世，四处看
病花了 4 万多元，家里的生活来
源也没了，我刨草药、捋连翘、摘
花椒、摘酸枣、种地、砍柴、养鸡，
只要我能干就不闲着。常常是
早上五点上山，天黑才回来，为
的是给孩子攒学费、生活费。我
穿的衣裳从来没有买过，全是邻
家接济。怕孩子在学校吃不饱，
每次我都在孩子的包里塞几袋
方便面，孩子舍不得吃，放学时
又给拿了回来。

在和张汇超的交流中，我们
明显感觉到了他的自信和阳光。
他说，我先是到市里上初中，觉得
城里花钱多，又回到贺进七中。
我暗下决心一定考个好成绩，不
比在城里上学差。终于，我考上
了武安一中。

他说，虽然我是孤儿，但我
并没有感到孤独。小时候，有爷
爷奶奶疼爱；逢年过节，民政部
门送吃的穿的；在学校里，只要
发放贫困救助，老师第一个想到
的就是我。这次考上大学，福彩
助学又伸出援助之手，圆了我的
大学梦。

武安市北安乐乡康宿村的韩
崇尚，自幼与爷爷奶奶相依为
命。韩崇尚在家庭变故的逆境中
奋发读书，今年高考中以 624 分
的成绩被长安大学录取。

韩崇尚原本有一个温馨幸福
的家庭。父亲在外工作，母亲是
代课老师。虽然生活不算富裕，
却也其乐融融。然而天有不测风
云。韩崇尚未满周岁时，父亲因
意外事故去世。母亲在他三岁的
时候另组家庭，留下他和爷爷奶
奶一起生活。特殊的家境使得他
从小就懂得自立。在学校，他吃
饭拣最便宜的饭菜，从不主动开
口向爷爷奶奶要钱。每逢放假，
为了能让爷爷奶奶休息一下，他
抢着下地干活。由于中考成绩优
秀，他被武安一中录取。新的学
习环境和同学们奋发学习的氛
围，更加激发了他的学习热情，他
明白，只有更加刻苦努力才能在
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高考过后，同学们都轻轻松
松享受着紧张冲刺后的悠闲时
光，但韩崇尚却没有这个奢望。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筹措上大
学的费用，他和同村的一名同学
办起了补习班，每天为本村的六
七十名中小学生补习功课。

面对着村边川流不息的河
水，韩崇尚想到了未来。他说：大
学有更大的发挥空间，今后的困
难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克服。感
谢福彩助学对我的帮助，也感谢
学校和老师对我的培养，将来我
会 用 自 己 的 实 际 行 动 来 回 报
社会。

朱钰，生活在秦皇岛市
卢龙县卢龙镇朱庄子村一个
低保家庭，今年以 618 分的
高 考 成 绩 被 黑 龙 江 大 学 录
取 。 福 彩 工 作 人 员 走 访 时 ，
这个 18 岁的小姑娘刚打工回
来，寄住在二姨家。朱钰的
二姨朱秋红告诉笔者：“朱钰
三四岁时父母离异，朱钰的
亲生父亲从此失去音信，孩
子 随 母 亲 与 继 父 一 同 生 活 。
朱钰刚考上高中那年，母亲
因肠癌去世，长期酗酒的继
父对她不管不问，孩子只好
与姥姥住在一起。”

朱秋红告诉工作人员，朱
钰很懂事，一放假回来就陪着
姥姥，给老人收拾屋子、洗衣
服，尤其喜欢学习，从不用别
人催促，自小到大成绩一直很
优异，这次考这么高分在情理
之中。提及母亲，一直沉默的
朱钰顿时泪流满面，她一边抹
眼泪一边说：“考上好大学，
是妈妈对我的人生心愿！”她
告诉工作人员，母亲去世很突
然，当时她接受不了，多亏了
同学和老师帮助，自己才从母
亲 去 世 的 阴 影 里 慢 慢 走 了
出来。

学费是朱钰姥姥心中最大
的痛，“看着孩子心疼，可是
这么大岁数了我实在没处去张
罗啊！”说着说着，老人泣不
成声。朱秋红说，今年自己的
女儿也考上了大学，虽然家境
不宽裕，但无论如何也要让朱
钰上大学。

卢龙县潘庄镇滤马庄村的韩泓炜是个
开朗爱笑的姑娘，她以605分的高考成绩
被河北工业大学录取。在韩泓炜的家里，
摆放着二三十年前的旧家电，但屋内收拾
得很干净，一家人的脸上都始终面带微
笑。

韩泓炜的父亲 17 年前遭遇车祸右腿
高位截肢，因没钱安假肢，他就自己做了
一条木头腿，走路多一点腿就被磨得血肉
模糊。他说：“我出车祸后基本上干不了
体力活了。前年孩子的奶奶又突发脑溢血
瘫痪在床，家里全靠她妈妈一个忙里忙
外，这些年生活实在困难。不过，好在儿
女比较争气，儿子今年夏天从华北电力大
学研究生毕业了，女儿也考上了好大学。”

高考过后，韩泓炜没有出去打工，她
想多照顾爷爷奶奶，尤其奶奶因患病情绪
比较急躁；做饭收拾屋子，母亲每天下地
回来就能吃上热饭。

走访结束时，韩泓炜妈妈白义敏从地
里匆匆赶了回来。她见到我们，有些不好
意思地直搓手：“这场暴雨压倒了一地的
玉米，今年的收成估计得减半。”她家有
5 亩地，为了增加一点收入，白义敏又从
邻居家转包了 2 亩地，指望着收成好多卖
点粮食给女儿当学费，却没想到遭了灾。

“我准备给她办理助学贷款。”说起
女儿的学费，白义敏笑了，“我啥事都不
愁，愁也一天，乐也一天，不如每天乐
乐呵呵的。”如今韩泓炜即将踏入大学校
门，她的哥哥研究生毕业正在找工作，
在爷爷坚持不断的按摩中，奶奶的知觉
也渐渐恢复⋯⋯韩家的日子肯定会越来
越好。

助学为梦，筑梦铸人。福彩助学不仅
帮助寒门学子圆了大学梦，更为重要的是
使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心，帮助他们重拾
信心。

□钱夙伟

曾经，公用电话亭是城市的一个标
志，满足了人们的通信需求。可如今，它却
成为城市中小广告的栖身地、“牛皮癣”的
集中地。公用电话亭会不会退出城市设施
的历史舞台，诸多探索正在进行。（据中国
经济网8月29日报道）

近年来，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
手机成为人们的“标配”。数据显示，2017
年，北京地区移动电话普及率已达到每百
人 176.7 部，移动通话已经成为主流的通
信方式。这种情况下，公用电话亭逐渐淡
出了人们的视野。因为缺乏管护，一些电
话亭破旧不堪，甚至沦为违法小广告的发
布平台，成为城市中一道“扎眼”的风景。

然而，移动通信时代的公用电话亭虽
然“失宠”，但却并非毫无用处。在一些紧
急时刻，这种街头的电话亭还是能够发挥
作用。比如在遭遇危险的时刻，就可以通
过这些公用电话报警和求救，或者在手机
丢失和没电的情况下，也可以选择这些公
用电话进行联络。有调查统计显示，2018
年上半年，北京地区路侧公用电话共通话
30 多万次，平均通话时间约 5 分钟，其中，

拨打紧急电话（110/119/120/122）共6.5万
次，通话总时长约20万分钟。所以，对于曾
经“辉煌一时”的城市公用电话亭，一味地
拆除显然不是上策。

为了弥补城市公用电话亭使用频率
不高的问题，一些地方已经有了成功的尝
试。比如上海市徐汇区在保留电话亭外形
和通话功能的基础上，逐批安装智能触
屏，并引入图书借阅、有声朗读等内容，将
公用电话亭改造为24小时不打烊、设有充
电口与免费 WiFi 的“悦读亭”，方便市民
使用。而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的探索也很
有新意。今年3月份，该区将街头公用电话
亭改造为“心愿亭”，任何人都可以走进亭
内写下自己的心愿和祝福，贴在心愿板
上。此外，除通话功能外，电话亭还能进行
爱心捐款、给手机充电、享受免费 WiFi 以
及查询城市导览等。这样“变身”之后的公
用电话亭，既满足了人们的新需求，也成
了城市里一个新的文化符号。

衡量一座城市的魅力，不仅要看设施
够不够现代化，还要看有没有考虑到人们
的具体需求。让闲置的公用电话亭华丽

“变身”，体现了城市的品位和格调，更能
凸显以人为本的城市温度。

8月26日中午，河南商丘睢县高级中学食堂内，因板凳被撤，学生们排队买饭
后只能站着就餐。8 月 27 日，该校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称，此举是借鉴外地先进
经验，提高学生就餐效率，以便节约出时间用于学习。下一步，还将给学生划好指
定位置，让其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吃。（据《重庆晨报》8月27日报道）

让还处于长身体阶段的中学生站着吃饭，不利于学生的身体健康；以牺牲学生
的健康为代价来提高成绩的所谓“先进经验”，更不值得学习和推广。

□周丹平

精准扶贫进入决胜阶段，各地扶贫干
部纷纷出真招、见真效。但记者调查发
现，一些地方满足将预期收益当作扶贫
成效：果苗种下去、牲口刚养上，就开始
宣传扶贫收益，而最终结果却不尽如人
意。如华南某省一些贫困村在宣传贫困
户脱贫增收时，刚刚种植的柑橘树等，已
经精准计入收益；刚养的鸡，被按照每只
保守100元左右价格折算进贫困户年底收
益中⋯⋯（据《半月谈》8月28日报道）

这种只把蓝图描绘好，却无法真正达
到扶贫效果的做法，无异于给群众“纸上
画饼”，消耗了贫困村的人力、物力，影响
了贫困户的生计，损害了干部形象，还会
助长弄虚作假的不良风气，是不折不扣的
形式主义。

“画饼”式扶贫的背后，是政绩观的扭

曲，是一些干部作风不实、能力不足的体
现。当前，扶贫工作已经进入“啃硬骨头、
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节点日益临近。有的干部面对千头
万绪的扶贫工作和如期脱贫的严格要求，
滋生了畏难退缩情绪，产生了急功近利思
想。他们往往不愿意下苦功夫、实功夫，
为了尽快见到扶贫效果，不惜弄虚作假、
甚至无中生有，画出一张又一张“大饼”；
为了“抢时间”出成绩，急于引进一些产
业项目，忽视了这些项目是否适合当地实
际，甚至只顾引进，不顾管理和培育。思
想不端正，责任不到位，再加上在市场、
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短板”，不能找准病
灶开药方，无法拿出有针对性的办法，只
能搞一些投机取巧、华而不实的“花架
子”，制造一个又一个政绩泡沫，看似“亮
点纷呈”，实则镜花水月；看似干劲十足，
实则敷衍塞责，结果只能是伤了人心、丢

了民意。
“画饼”式扶贫的出现，也与一些地方

考核机制不完善有关。报道中提到一些
基层干部表示，“扶贫产业考核，上级要知
道产业项目每年的大致成效，所以有一个
层层压实的考核机制，也就是说年初、年
中的某些月份要写帮扶计划，而且要上报
预期收益。”这种预期激励本身没有错，可
以为扶贫工作提供动力机制和目标导向，
但个别地方却将项目计划、产业收益变异
为层层加压的考核指标，要求上报的预期
收益，必须是量化的数据，且在一定范围
内讲得越多越好。面对这种不切实际的
要求和不健全的考核机制，人们只好预
测、估计，以预期收益来替代实际收益，以

“画大饼”来替代实际扶贫效果。
更严重的是，面对这种“大饼”，一

些地方却鲜有相应的机制、举措加以防
范、惩戒。报道中提到，有的地方明知

扶贫产业已出现问题，对外宣传却罔顾
事实，夸赞形势一片大好。即使人们对
这些问题早已议论纷纷、颇多诟病，这
些地方仍然对问题不予重视，不真正想
办 法 加 以 解 决 ，仍 是 一 味 地 对 上 讲 成
绩、对下许好处。

脱贫攻坚，来不得半点投机，注不得
半点水分，更不能成为“面子工程”“政绩
工程”。杜绝“画饼”式扶贫，需要党员干
部坚持实事求是，增强工作针对性，脚踏
实 地 、定 向 施 策 、精 准 发 力 ，下 绣 花 功
夫 。 更 需 要 不 断
完 善 和 健 全 各 项
考核机制，使之真
正成为“导航仪”
和“指挥棒”，促使
干 部 把 心 思 全 部
用到真扶贫、扶真
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