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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公益 百名助学”活动现已启动 助百名学子圆大学梦
“为心灵点一盏灯，为爱心铺一

条路，资助一个学生，温暖一个家
庭，播撒一份希望！”目前，旨在帮
助寒门贫困学子顺利进入大学校园
的“福彩公益 百名助学”助学圆梦
公益活动现已启动。据悉，此次活
动由平顶山市民政局、市社会福利
有奖募捐办公室联合平顶山电视台
《民情民声》、新闻综合广播共同举
办，今年已是活动连续进行的第七
个年头。为了保证助学活动的“公
平、公正、公开”，每次助学活动都
由媒体全程监督、全程负责，挨家
挨户进行实地走访，最终从报名者
中选出最困难的家庭进行资助。

据市福彩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与往年一样，今年的资助对象
为：参加 2017 年高考、全日制本科、

品学兼优、家庭经济困难、系平顶
山市城镇或农村户籍的贫困家庭学
生。由平顶山电视台《民情民声》、
新闻综合广播共同负责助学活动的
报名、走访、审核、资料收集、名单
确定、宣传报道以及活动安全等事
务。在平顶山市民政局的支持下，
今年最终获得资助的每个困难家庭
学生将获得 4000 元的助学公益金，
预计将资助 100 名困难家庭学生，
累计投入公益金40万元。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一份薄薄
的录取通知书，寄托着那些贫困家
庭对未来的全部希望。可是，随之
而来的现实问题：学费、生活费，又
是这些家庭不能承受之重。“扶老、
助残、救孤、济困是我们福彩的宗
旨，福彩圆梦大学活动让福彩取之

于民、用之于民，让福彩真正帮助
贫困学子解决实际问题，圆他们的
大学梦，让他们顺利进入大学，用
知识书写自己的奋斗人生。”市福
彩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胡建兵

要减轻应试教育的压力，把学
生的体育锻炼时间真正落实，引导
学生自觉参加体育锻炼，从源头上
改变人们不重视体育的坏习惯。

中考体育测试本是为让学生加
强锻炼，提高身体素质。然而，中国
青年网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学生为拿
高分，竟服食含有兴奋剂类药物。这
不仅背离考试初衷，更会危害学生健
康。是什么让学生、家长如此铤而走
险？当体育被异化成一种应试，学生
又能从中收获多少健康、快乐？

兴奋剂丑闻一般出现在国际、国
内大型比赛中，出现在一些著名运动
员身上。而这一丑闻如今却出现在
即将毕业的初中生身上，这就有点奇
怪了。而且这些学生服食含有兴奋
剂类药物，是在家长知情的情况下，
甚至是一些家长指使孩子服用的。
兴奋剂虽然在短时间内能提高体育
成绩，但对学生的身体危害很大，那
家长明知兴奋剂对学生身体有很大
伤害，为何还要铤而走险呢？

首先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成绩。
现在，中考体育成绩好或差，影响到
孩子的总成绩。如果体育测试过不
了关，等于无法上好的学校。而时

下，各地都在搞应试教育，功课把孩
子压得喘不过气来，很多学生每天晚
上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更谈不上抽出
时间来参加体育锻炼了。无奈之下，
只得临时抱佛脚，选择让孩子食用兴
奋剂来提高体育成绩，至少要让孩子
过体育测试关。

其次，反映出教育出现了问题。
不管是学校还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
对于学生服食兴奋剂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很多学校只重视文化教育，对
孩子的身体根本不当一回事，每天布
置大量的作业，使学生根本没有歇一
歇的机会。教育部门虽然也对学生
的体育锻炼时间作出过“每周不少于

4节体育课，每天不少于锻炼一小时”
的要求，但哪个教育部门能真正到学
校去督促落实？试想，如果学校把教
育部门的有关规定落实到位，学生天
天有一个小时的锻炼时间，那么，体
育测试时，用得着服食兴奋剂吗？

另外，对兴奋剂的监管存在漏
洞。学生在中考体育测试时服用兴
奋剂，这种现象已存在一段时间了，
不少家长微信群里都在私下交流体
育测试的“过关秘籍”，在网上咨询交
流各种关于依靠功能性饮料或药物
增强体力应付体育测试的招数，甚至
有人直接询问何处能购买到“兴奋
剂”。有关部门难道一点也没有听说

吗？发现了怎么不去认真查处呢？
一些学生及其家长还能够从药店、网
店轻而易举地买到兴奋剂类药品，说
明药品监管上存在漏洞，对于一些带
有兴奋剂成分的药物，有关部门为何
不明确进行限制？

兴奋剂入侵中考体育，有关部门
要认真反思一下出现这种情况的原
因，堵住各种漏洞。最关键的是，要
减轻应试教育的压力，把学生的体育
锻炼时间真正落实，引导学生自觉参
加体育锻炼，从源头上改变人们不重
视体育的坏习惯。只有让学生的身
体素质提高了，兴奋剂也就没有了任
何用处。

“兴奋剂入侵中考体育”谁的过失？

□赵清源

家校沟通历来就是教育常见
矛盾的高发地带，出现互怼，双方
都应该反省。

因为一份暑假作业，上海某学
校三年级的班级群里出现了尴尬的
局面——老师和家长微信群里互
怼。由于刚换了老师，孩子的暑假
作业多了一倍，原来老师布置的作
业要做，新换的语文老师也给孩子
布置了作业。一位家长忍无可忍质
疑了老师，没想到，竟然被老师痛骂
一顿，喊他退群，其他家长集体沉
默。

这样一场仅限于文字的风波，
只不过是家长和老师之间的一次龃
龉，可是，经由媒体曝光之后，许多

人似乎从中看到了更多问题。是老
师错了还是家长错了？为什么这么
一件小事会引发这么多人的共鸣和
热议？

先从事件的导火索来看，其实
就是家长觉得孩子的课业负担过
重。新语文老师的作业是每天把课
文抄一遍，把作文书抄一遍，再加上
阅读。这种作业可以称为“以抄代
教”，是典型的教学懒政的一种。

几年前，就有专家说过，现在
中小学教育改革的最大阻力是某些

“中小学老师”。阻力大到什么程度
呢？大到哪怕是改变中考或者高考
题目中的一两个题型，他们都会非
常不适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
经习惯了用这样的题型对学生作应
试教育了。题型一改，他们就不知
道怎么教了。

不愿意改变并不是因为不能
变，而是因为懒得变。不论是“以抄
代教”，还是阻碍改革，都是教学懒
政的表现，这不能不说是有些教师
自身的怠惰和失职。《礼记》有言：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一般学习的
规矩，最难做到的是崇敬老师。而
尊师重教从来就是两方面的事情，
一面是他人的尊重，一面是自我的
尊重。而且，后者可能才是尊师重
教的根本。一些教师对自己的工作
尚且不负责任，还怎么指望赢得他
人尤其是家长的尊重呢？

课业负担过重的另一个极易
被忽视的原因是不良的学习习惯。
许多家长抱怨孩子作业多，是因为
做作业的时间长，有的要做四五个
小时。可是，这些家长往往忽略了
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孩子做作

业的时间长，很可能是在磨洋工或
是注意力不集中，是孩子未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而诸多教育家早就
指出，良好的家庭环境，能促进孩子
良好习惯的养成。有些家长显然未
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是一味指摘学
校，如此一来，学校越来越胆小，孩子
越来越娇气，各种行为习惯也越来
越差，受苦的最后还是家长和孩子。

家校沟通历来就是教育常见
矛盾的高发地带，出现这样的互怼，
双方都应该反省。一方面，教师们
打铁还需自身硬，自尊、自强、自重，
努力追求“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
境界，不懈怠，不偷懒，方能赢得家
长尊重；另一方面，以父母为第一责
任人的家庭教育应该扛起自己的责
任，双方在相互沟通、相互理解中达
成共识，共同完成树人的教育大业。

家长老师微信群互怼：到底是谁错了

据澎湃新闻7月 16日报道，
陕西西安灞河里有许多游泳的市
民。岸边有“水深危险，请勿戏
水”的禁泳标识。一名带孩子来
游泳的家长对安全问题表示：“人
的命，天注定”。

点评：举头三尺有神明。

入伏以来，全国多地陷入持
续“蒸烤模式”。调查发现，一些
地方在高温津贴政策落实上不到
位，一些户外劳动者并未拿到高
温津贴。另外有的地方高温津贴
标准多年不变。

点评：工会赶紧说两句。

据重庆商报7月 16日报道，
知名上市药企马应龙发布公告，
旗下的独家畅销中成药麝香痔疮
膏供货价上调 18%。近来，从东
阿阿胶到片仔癀，再到马应龙，一
些“爆款”中成药涨价已成常态，
远未有停止的势头。

点评：起范儿了。

据新华社7月 16日报道，对
新移民来说，新加坡“幼升小”竞
争也很激烈。根据国策，新加坡
公民优先，永久居民第二，外国人
在末尾。同等条件者则按家距离
学校远近的原则抽签，好学校附
近的学区房贵却也一房难求。此
外还要拼父母兄姐是不是校友或
者校赞助人。

点评：天下大同。
（以上言论来自网络）

近几年，小孩恶作剧
随处可见，“熊孩子”的各
种危险行为也频频见诸报
端：在铁轨上放石子、损坏
汽车、将其他小孩推下电
梯……渐渐，人们发现，

“熊孩子”并非只是“调皮
捣蛋”那么简单，他们对公
共秩序、他人财产，甚至生
命安全的威胁一点不容小
觑，管理好“熊孩子”成为
社会新课题。

新华社发

“理直气壮”
新闻快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