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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说

形象工程的
又一样本

■薛建国

孩子练摊，请不再“复制”
■王国荣

“代写作业”要不得
■高振千

京城父女练摊被殴事件刚刚淡出，瑞安

街头却现女孩“练摊”一幕，所不同这里是一

大一小两个女孩，小女孩的妈妈站远处“观

望”，更不同是城监部门暂未现场干预（详见

本报8月7日第5版报道）。

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应当持鼓励态

度，但是，这需要建立在最基本的前提之上

——你的“练摊”实践，必须合法规、合情理。

初看，让孩子练摊的母亲初衷不错，但未经

许可占道经营，显然有违相关法规。虽然其是

想让孩子小小体验一下货币交换的摆摊生活，

但5岁的女儿尚属幼女，即便另一女孩已经14

岁，也属未成年人。让未成年人去摆地摊，恐怕

不合适，因为《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规定他

们的权利是受到“特殊、优先保护”的。

5岁女儿“不谙世事”、“平时对金钱没有

什么概念”，这很正常；如果这么小会提篮小

卖、街头摆摊，那才叫不正常。让一个正常

的孩子，去体验与其年龄不相称的生活，难

道除此之外就没别的体验方式吗？这么炙

烤的天，是锻炼孩子体魄，还是从小开发智

力学买卖生意经？

也许有家长认为：我是孩子的监护人，

我有权为自己的孩子做主，孩子总要听大

人的。这恐怕恰恰忽视了未成年人的权

利。如果不是大人突发奇想叫她们去做，

孩子是不会喜欢去“玩”练摊的。这是不是

有违孩子的意愿？也有违《未成年人保护

法》第五条保护未成年人应当遵循的第一

款原则——“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

不少家长认为“大人总是为孩子好”，但有

时往往“好心办坏事”；自以为“好”，却不合

情理不合常规甚至不合法。现实生活中，

软硬兼施之下的各类早教、培训，很大程度

上是拔苗助长、压抑童真的，惨痛教训已经

很多。

让 5 岁幼女练摊，是一种另类的早教。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

理状况和行为习惯，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

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育和影响未成年人，引

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因

此，让孩子体验生活有多种好的方式与途

经，完全可以在平时带他们去购物消费等，

点滴积累生活经验。而且在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也会组织学生参与各类社会实践活

动。随着孩子年龄、知识、阅历的增长，不要

说区区金钱的概念不在话下，再深奥的数

字，再复杂的世事，都会去一一破解、化解。

更何况生活中很多事是无师自通的，家长们

大可不必过早操心。

鉴于权利的“特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

“练摊”式的生活体验不予鼓励。笔者想请这

位母亲再看看报道上的照片，为什么给两女孩

的脸部打上了马赛克？这一细节，就是一种对

未成年人权利的“特殊保护”。可是家长却没

有顾忌到，也没有顾忌孩子的感受。为啥“两

个孩子都很腼腆”？说好听是“腼腆”，其实是

一颗稚嫩的心在被围观时的恐惧流露。但愿，

练摊到此为止，请不要再“复制”。

8 月 8 日，本报 7 版报道，苍南县城有

条“黄金河道”，总长仅 2.3 公里，治理费

用花了 1880 万元。窃以为，水之人类太

重要了，如果这钱能唤回碧水清流，花得

也值。可令人遗憾的是，此河仍为一条

臭水河。

这钱花在什么地方了？两岸设有观

景平台、休憩座凳、景观长廊等设施，原

来这钱没有打水漂，是用在美化河道上

了。于是，这里形成了一道景，大煞风景

的景。报道描述：站在观景平台上看，河

面上聚集着大片黑褐色、乳白色的漂浮

物，令人作呕；盛夏高温，河道发出阵阵

恶臭，滋生出大量蚊子，附近单位保安

说，晚上保安亭玻璃上黑压压地停满蚊

子，窗户根本开不得⋯⋯

1880 万元搞了个什么工程？这还用

问吗，形象工程呗，且是典型的。为什么

说是典型的，因为它十分吻合形象工程

的定义。所谓形象工程，是某些领导干

部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目的和利益，不

顾群众需要和当地实际，不惜利用手中

权力而搞出的劳民伤财、浮华无效却有

可能为自己和小团体标榜政绩的工程。

形象工程就是政绩工程，就是官员

的升迁之本。因此，形象工程曾有过大

行其道之时。党的十八大后，转作风成

了各级领导的重要使命，转作风怎么转，

“务实”是关键。1880 万元治理河道，搭

起一座花架子，结果臭味依旧，转作风了

吗？

瑞安人悬赏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之

举，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这是人们

对环境保护的另类呼唤，可喜的是在浙

江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一场自上而下的

治理河道污染行动在全省各地打响，瑞

安更是力度空前。治污的根本是治水，

没有碧波清流，就没有生态安全，局长下

河游泳是次要的，主要是看生活在这片

土地的人们有没有安全感。

治水怎么治？清除垃圾、淤泥，切断

污染源，引进清流⋯⋯这些招数，估计一

般人坐在办公室里也能想象到。苍南有

关方会怎么想？大家都在治水，工作雷

同，无新意可言，不会为领导所肯定；切

断污染源，牵涉到一些污染企业的关停

并转，难度太大，不碰为好；即使将水治

好，也没多少可看的，而景观建设就不同

了，吸引眼球，是工作成绩的标志，是发

展变化的标志，具体到人，就是领导水平

的能力的标志⋯⋯不管怎么想的，反正

没想到点子上。

1880 万建景不治污，是执行力出了

问题。执行力包括执行方向和执行力

度。执行方向是重要前提，这个方向就

是上级的决策和部署。不按上级的决策

和部署行事，打自己的小算盘，另行一

套，不是工作不力的问题，而是阻碍政令

通行的问题，是不讲政治纪律的表现，非

常的危险。方向偏了，力度大了，危害亦

大。

臭水河畔，花园美景，戳痛了什么？

近日，家住武汉市南湖花园的王女士向

记者诉苦，儿子今年读初二，几天前找她要了

100元，说是要买复习资料，可她没想到，有一

天给孩子收拾书桌时，竟在抽屉里发现了一

张快递单，追问之下，儿子坦白说是在网上看

到有人发帖称可以代写作业，便用100元找了

一个代写的。“他还理直气壮地说很多同学都

这样。”王女士十分愤慨（8 月 7 日《楚天都市

报》）。

眼下暑假已经过去一大半，“代写作业”

的生意又兴旺起来，嗅到商机的“枪手”们纷

纷在网络上发布广告公开招揽主顾，有的还

提出“先做作业，后付款”、“多人组团优惠”

等促销方式，引诱中小学生“愿者上钩”。这

种代写学生作业的现象，不独暑假里频频出

现，在其他节假日也反复上演，说明这个新

兴行业还真有不小的市场。

人们不禁要问：现在的中小学生怎么啦，

居然连假期的作业也要雇人代劳？花钱不

说，作业都叫人代写怎能学到文化知识？明

目张胆欺骗老师，养成弄虚作假的习性岂不

影响个人品质？原本应该自己一丝不苟认真

完成的作业却全盘交给别人打理，原本单纯

的中小学生现在变得如此复杂，这究竟是怎

么啦？作为家长和老师又该如何应对出现的

新问题？

中小学生连作业都要出钱叫人代写，或

是因为假期确实太忙了，源于家长的培优计

划，忙着上各式各样的学习班，挤占了写作

业的时间；或是因为孩子在家贪玩，沉湎于

电视节目、电脑和手机游戏，家长平时又疏

于管教、督促，渐渐地荒芜了作业，临渴掘井

只好请人赶做；或是假期的作业实在太多，

加上机械死板、枯燥乏味，繁琐得穷于应付，

无奈之下学偷工减料之举，以应付家长和老

师的检查。

无论是出于何种缘由，当下假期老师布

置的作业偏多是不争的事实。各学科的、各

系列的、各样式的，朗诵、抄写、作文、自测等

内容应有尽有，有些还有一定的难度，难怪一

些中小学生被问起假期的作业情况就愁眉苦

脸，这还真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放松的假期

生活显然名不副实了。这还不算家长拔苗助

长，给孩子“加餐”的额外作业。这样看来，有

的中小学生索性雇人代笔似乎情有可原；加

上有的家长对孩子放任自流，有的老师对假

期作业检查形同虚设，“代写作业”也就肆无

忌惮蔓延开来。

中小学生找人代写作业，是一种对自

己学习不负责任的行为，不管怎么说都是

不可取的。因为金钱买不到知识、思维，由

此还可能形成不良的学习习惯，乃至影响

一个孩子今后的发展。笔者认为，杜绝中

小学生作业被代写现象，关键在于老师要

少布置作业，尽量做到少而精并严格要求；

同时，家长也别忘了自己所起的相关作用，

应该有明智的选择，让孩子的暑期过得丰

富又快乐。

湖北枣阳40名福利院长拿低保，官方回应称是因为工资太低，发低保金是为了挽留院长。

（陶小莫 画）

暑期让孩子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让孩

子体验社会生活，这是家长的一片苦心，

但 也 要 合 情 合 理 合 法 。 正 如 网 友 质 疑 ：

“这不是误导孩子吗？摆摊不是占道经营

吗？”

社会给孩子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孩子

摆摊卖菜不是唯一可行的实践活动。家长

培养孩子，没必要这么急于求成，孩子的生

活能力需要在一定的环境中潜移默化和身

体力行才能获得的。如果每个孩子都模仿

着去摆摊卖菜，城建碍于情面都给孩子开绿

灯，那就有可能造成市场混乱。对孩子的教

育也要顺应社会规则，不要刻意，没有必要

让城建对孩子“特殊化”。从小就享受“特

殊化”的教育，长大后也不一定是件好事。

[评论 1+1]

特殊化的“照顾”
与教育都不提倡

■林小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