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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澎湃

9月7日，教育部网站发布通
知，确定 36项竞赛活动为 2021—
2022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
竞赛活动，要求引导学生和家长
坚决不参加名单以外违规举办的
竞赛活动，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
外负担。

这是“双减”背景下，又一为
学生和家长减负的大招、实招。
哪些竞赛可以参加，哪些竞赛属
于违规，广大学生和家长从此有
了权威参照，可以从无谓的竞赛
内卷中抽身了。

竞赛作为激发孩子学习兴

趣、检验学习成效的途径之一，不
是不可以参加。但现在各类中小
学生竞赛过多过滥，这个作文那
个英语，这个演讲那个乐器，质量
参差不齐不说，还不乏一些打着
竞赛幌子收割家长钱包的山寨活
动。今年 3 月，某山寨作文竞赛
就被曝打着“叶圣陶杯”（与教育
部批准的“叶圣陶”杯仅一字之
差）的名义，大肆违规收费、发奖。

而学生和家长，往往很难分
辨竞赛的含金量，不知如何取舍，
在“剧场效应”的裹挟下，只能在
各个竞赛间疲于奔命，苦不堪言，
甚至被山寨比赛骗走钱财。

受社交媒体影响，一些竞赛

还变成了全家“齐上阵”的战场。
朋友圈里各种拉投票，半夜定闹
钟一遍遍为孩子刷排名，为了考
试大人孩子各地奔波，甚至家长
直接上手“代劳”……多少孩子的
正常学习和快乐，多少家庭的精
力与财富，都耗在了各类竞赛上。

课外竞赛，可以作为有兴趣、
有余力的孩子的“甜点”，但不能
成为“主食”。也正因此，教育部
多次出台文件，要求严控竞赛数
量，坚决做到“零收费”，竞赛奖项
不作为基础教育阶段招生入学加
分依据等。

此次白名单的公布，相当于
国家层面对竞赛合规性的认定。

白名单有了，各种“山寨竞赛”也
就没有容身之地。各主办单位，
包括学校、家长要坚决落实好教
育部的要求，杜绝在名单之外做
加法，无谓增加学生的课外负担
和社会的教育焦虑。

细看这份白名单，还可以发
现一些规律。比如奥林匹克竞
赛、作文大赛、英语演讲比赛等学
科类竞赛仅面向高中学段，在义
务教育阶段，主要是一些兴趣类
竞赛。这再次传递了一个导向：
教育竞争的压力不可过早、过度
下移，不能让孩子在教育起步阶
段就进入高度竞争化的环境。这
也是“双减”的题中之意。

“双减”了，竞赛也要再少点

文┃沙元森

近日，湖北省荆州市高 58 米巨型
关公雕像启动拆卸工作，搬移工程总
投资 1.55 亿。一建一迁，3 亿多元没
了。

据当地媒体报道，荆州市委书记
吴锦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提到“关公铜
像搬迁”之事，说“我觉得雕像的每一
块铜片，都是抽向我们的一记响亮耳
光”。吴锦说，项目建设过程中相关单
位缺乏主人翁责任感，不去争取相关
政策，进行点状调整，不严格把关、听
之任之，“最终造成现在我们都不想看
到的最差选项”。

这是地方主官对此事件的明确反
思和总结。面对“关公铜像搬迁”引发

的舆情，主政者不回避、不推诿的态度
值得肯定。荆州各级领导干部确实应
该从这个事件中汲取教训，举一反三，
不断提升依法依规行政的水平，从根
源上解决鲁莽蛮干的问题。

关公雕像属于“未经规划许可”的
“违法建设”。在项目没有获得审批的
情况下，荆州相关部门在长达两年的
建设期中不闻不问，最终导致巨额投
资付之东流。

而今，公众想追问的是，这尊雕像
为何能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拔地
而起，相关部门作为监管者的主体责
任是否履行到位。只有把责任落实到
每一个部门和每一个人，才能真正解
答公众的疑惑。

吴锦于今年 8 月出任荆州市委书

记，而关公雕像在 2016 年建成。作为
新任市委书记，面对这种有损城市形
象的事件，更应该倒查责任，落实到
人。让“我们”一起承担责任，最终很
可能是大家都不承担责任。

关公铜像的每一块铜片，既是一记
毫不留情的响亮耳光，还应是一记直指
要害的重拳，让那些不担当不作为的管
理者领教到蛮干胡来的严重后果。

只有让每一个责任人担起自己的
责任，受到应有的追究，才能对当地公
职人员起到警示教育作用，让依法依
规行政成为工作习惯和行为自觉。

关公曾经大意失荆州，如今荆州
“大意”失“关公”。失去了一座关公铜
像，荆州古城应该从此立起一个无形
的“警示碑”。

荆州关公像的每一块铜片，都应该化成追责的重锤

文┃光明

日前，有媒体报道，深圳市光
明区公明中学初二年级家长委员
会发动学生家长集资为教师节购
买礼品，教育部门回应称，情况属
实，但此为家委会自主行为，学校
教师均未参与，目前已通知学校
要求家委会将集资款退还家长。

尊师重教历来是中国传统，
如何尊师重教也可折射社会风
气。孔子尚求束脩之礼，是不是
到了物质高度发达的今天，借着
教师节这一天，送老师高级化妆
品、出国游甚至一辆小汽车也未
尝不可？从这个角度看待师生关
系，无疑“物化”了这种社会关系，
将尊重的精神关系和情感关系通
过礼物变成了物质输送关系。

在传统社会中，教师往往是
师生关系的中心。“生我者父母，
教我者师傅”，自上而下的知识传
承突出的是教师的作用，强调的
是教师的权威。这样的师生关系
强调传承有序。在这样的教书与
学习的主动和被动关系里，内含
着权力与义务的关系，体现的是
一种权力关系。在这样的背景
下，学生家长以物表意，就不只是
尊师重教，也有对权力关系的认
可。

在当下时代，尊师重教不仅
仍然是民众的共识，亦仍然是社
会常识。教育者付出心血，不仅
使学生知识体系完整，也使学生
的人格、精神更加完整。不过，网
络时代的尊师重教应随师生关系
的重构而与时俱进。在现时师生
关系中，尊重是一种平等关系，而
非权力关系；所尊重的是老师的
工作付出，而非地位差异；所尊重
的是老师在德行上的楷模示范，
而非曲意奉承。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家
委会张罗教师节的送礼，仍要以
物去展现当下的师生关系，由此
触动社会神经，受到广泛非议就
是一种必然。或许，老师在师德
规范的约束下“不收”，家长认清
尊师重教的真正含义“不送”，才
能让师生关系回归平等之简单，
也才能使教育生态变得更好。

网络时代
如何尊师重教

课外竞
赛，可以作为
有兴趣、有余
力的孩子的
“甜点”，但不
能成为“主
食”。

假借“土壤改良”名义，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一家冠名“环保科技”的公司，7年来倾倒或填埋10.51万吨污泥，污
染193.9亩土地，其中基本农田115.4亩。群众先后投诉14次，问题仍未解决。连日来，新华记者随中央第五生态环
境保护督察组实地采访，揭开这起案例背后隐藏的违法与失职乱象。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环保公司”污染农田，岂非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