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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房改造岂能成“表面”文章

集思录

对研学旅行要重视更要规范

画里有话 图/王 铎 文/贾梦宇

公厕齐维修 群众难方便

微 评

“隐形资助”里
有一份“温情”

勿让攀比之风
“入侵”童真世界

□许君强

近日，深圳市南山区荔海春城国际幼儿园一名女教
师布置家庭作业，要求家长给孩子拍摄以“我家的车”为
主题的照片，用于装饰班级主题墙。此举遭家长质疑侵
犯隐私，且易引发幼儿攀比。事后，南山区教育局迅速叫
停此行为，幼儿园和教师均已向家长致歉。（据多家媒体
近日报道）

即使是在同一个幼儿园、同一个班级，孩子们的家庭
经济条件也会各自不同——有的拥有豪车，有的开普通
轿车，也有不少以电动自行车或者自行车代步。一旦这
些“我家的车”挂上了主题墙，培养的只怕不是孩子们的
汽车知识，恐怕还有他们的攀比之心。这一点，这位女教
师果真没有预想到吗？

儿童时期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幼儿园的孩子
们是一张张真真正正的“白纸”，染墨则黑，着朱则赤。一
名优秀的、负责任的幼儿教师，应该无比珍视自己的神圣
职业，以真善美之笔在这些白纸上“落笔作画”，且不可轻
率地布置“拍摄‘我家的车’”之类的家庭作业，让攀比之
风“入侵”童真世界。

□杨朝清

如果一个大学生一个月在食堂吃 60 顿饭，且平均一
顿都不到 7 元钱，南京理工大学就给他的饭卡打钱；如果
一个大学生每个月在食堂吃饭超过 60 顿，且消费不到
240 元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一次性打 160 元到他的卡
内⋯⋯利用大数据资助贫困生，是当下一些高校提高服
务水平的一大创新型举措。（据人民网4月14日报道）

为了保障资助对象的准确性和真实性，现实中，一些
学校采取了“公开选贫”等生硬冰冷的做法。这种做法，
虽然实现了公平，却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贫困生的自
尊。如何以一种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把好事做得更好，考
验着学校管理者的智慧与能力。

为了节约开支、减轻家庭负担，绝大多数贫困生通常
都会在食堂消费。这种情况下，校园卡消费状况就如一
面镜子，真实反映着学生的日常生活水平。根据不同学
生的消费记录，可以快捷判定出他是否真正贫困。以校
园消费卡为线索的“隐形资助”，既保障了资助的准确性，
也呵护了贫困生敏感的内心，凸显了一种难能可贵的
温情。

“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那些负重前行的寒门
学子，需要更加细致、周到、贴心、暖心的关心与帮助。从
这个角度讲，“隐形资助”这份“温情”，值得更多的高校学
习、复制。

日前，北京一网友爆料称：“东四七条西口在修公厕，马路对面的魏家胡同东
口公厕也在修，八条、九条和相应的对面胡同还在修！500 米内能去的公厕都在
维修，我们该去哪里上厕所？”据悉，该项工程名为“2018 年 309 座固定式公厕提
升改造工程”，于 2018 年 10 月开工。记者采访了现场负责人，对方表示：“因为
是在胡同里面施工，运输材料很不方便，施工难度也比较大，部分公厕要先全部
拆完再重建，施工过程较长，预计还需两个多月（到 6 月左右）竣工。”（据《北京青
年报》4 月 15 日报道）

公厕维修，怎能只考虑施工方便，不顾及群众“方便”？

□戴先任

近期，中小学迎来游学热潮，不少
学校组织学生到境内外研学旅行。记
者探访了解到，北京市一些中学已将学
生研学旅行表现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
系。根据北京市教委 3 月 19 日发布的
2019 年中招政策，综合素质评价将首次
纳入中考成绩。（据《新京报》4 月 15 日
报道）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研学旅行
有助于开阔学生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团
队意识和人际交往能力，同时能够弥补
学校教育的短板，拓展学校的教育功
能，有助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为此，
教育部等 11 部门 2016 年发布《关于推
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提出中
小学要对学生参加研学旅行情况和成
效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逐步纳入学
生学分管理体系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体系。目前，包括四川、湖南、广东等在
内的多个省份已将研学旅行纳入中小
学教育教学计划。

然而现实中，许多研学旅行却存在
诸多问题。比如，有的研学旅行没有收

费 明 细 ，让 家 长 和 学 生 不 能“ 明 白 消
费”；比如，有的研学旅行存在乱收费问
题：研学手册需要收费 50 元，活动主题
横幅 80 元，服务费每人 250 元；比如，一
些研学旅行只有旅行，没有研学；比如，
有的研学旅行“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根本没有研学的时间⋯⋯一些地方甚
至出现了“豪华研学团”——国内 5 日研
学旅行价格一般在 3000 至 5000 元，境外
两周研学旅行费用为 3 万至 5 万元，在
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盲目攀比之风。商
业化、功利性、豪华化，让研学旅行逐渐
偏离了正轨，不利于其自身的健康有序
发展，也违背了教育部门推进开展研学
旅行的初衷。

只有“健康”的研学旅行，才能真正
成为学生全面健康成长的“助推器”。因
此，对研学旅行，要重视更要规范。一方
面，学校要真正重视学生的体验过程，让
研学旅行有质量、有内容。另一方面，教
育部门也要加强监管与引导，规范学校
开展的研学旅行项目。此外，对于一些
学校及社会机构借研学旅行“中饱私
囊”、侵犯学生权益的不法行为，有关部
门应依法予以严厉惩治。

□蔡晓辉

在充满裂缝的土墙外包上一层红砖，
房顶盖上彩钢板，“窗户、门一换就完事，
屋子里面不给包。”近日，央视《经济半小
时》栏目报道了吉林白城洮南市危房改造
中的房屋质量问题。针对报道，吉林省委
书记巴音朝鲁、省长景俊海作出批示，要
求有关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行实地调
查，彻底整改，严肃问责。（综合央视、《新
京报》近日报道）

从外边看，崭新漂亮；从里面看，缝隙
依旧，房屋安全问题仍然没有根本解决。
这样的危房改造，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
义、“表面”文章，除了浪费资金、折腾群
众，没有取得一点实效，做还不如不做。

既然如此，当地为何还要这么干？一
言以蔽之，为了应付检查。

作为“两不愁、三保障”的重要内容，

进行农村危房改造、实现群众住房安全有
保障，是脱贫攻坚的一大重要目标。为了
完成考核任务，吉林白城洮南市有关部门
不是扎扎实实在如何提高危房改造质量
上下真功夫，而是在如何“短平快”地“完
成任务”上动歪脑筋，“创造性”地“探索”
出一种名为“包房”的危房改造方法，上演
了一出弄虚作假的闹剧。

被“包”起来的危房不过换了个光鲜
的表皮，实质上依然是危房。这样的房子
群众不敢住，有关部门却在当地媒体上堂
而皇之地宣传，“部分贫困户已告别以往
摇摇欲坠的老房子，住进了宽敞明亮的
安心居”。弄虚作假都能宣传得如此活灵
活现，“创造”出这种“安心居”的当地
有关部门看来真的没把困难群众的安居
梦放在心上。

“包房”在白城洮南市大行其道，实
非某个部门一己之“功”。为应付检查而

弄虚作假，是基层的问题；让“包房”在验
收中轻松过关，则显然是上级有关部门
的失职 。确 实 ，从 远 处 眺 望 ，蓝 色 彩 钢
板屋顶的“包房”整齐划一，外观崭新，十
分漂亮——也许，上级有关部门在验收时
也是如此远观的吧。否则，但凡能将基层
的汇报材料、项目报表放到一边，多花一
点时间走村入户访一访、看一看，又怎么
会看不出“包房”的真面目？

名曰真改造，实则真糊弄；名曰“安心
居”，实则“闹心房”。可以说，这每一座“包
房”的后面，都拖着一条形式主义和官僚
主义的长长尾巴，让当地脱贫攻坚的成色
大打折扣，降低了困难群众的获得感。斩
断这条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尾巴，才能
切实保障脱贫攻坚的质量。

“包房”出现在白城洮南市，但在危房
改造过程中弄虚作假却并非此地独有的

“风景”。央视近日报道，在河南渑池县

仁村乡雪白村的搬迁新村，很多房屋存
在裂缝、地基下沉、漏水等严重质量问
题。而在当地政府的汇报材料里，那里
的扶贫搬迁工作却已经“全面达标”并

“取得阶段性胜利”。对这些扶贫领域里
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必须
一查到底、严肃问责。

农村危房改造的好政策，在一些地方
的具体执行过程中走了形、变了味。各地
应以这些反面典型为鉴，举一反三、汲取
教训，严防扶贫领域里的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只有这样，
才 能 以 求 真 务 实
的 作 风 做 细 做 实
做 好 包 括 农 村 危
房 改 造 在 内 的 各
项扶贫工作，如期
交 出 一 份 不 含 水
分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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