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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看云江时评专题

这一抱，是真善美的自然流露
■黄君君

校园“禁伞令”
该如何温情撑起安全“保护伞”

■蔡余萍

让托育服务不负所“托”
■叶玲玲

期待更多“邻里节”
■邵象富

暑期“换新”潮
需引导儿童正确消费观

■夏郑希

婴幼儿托育服务，连着家庭生养负

担，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后顾之忧。近

日，瑞安市卫生健康局公布了我市最新

的托育机构“白名单”，供需要的家长收

藏、查看。在“入托难”仍是年轻父母普

遍痛点的背景下，这无疑是一个让人点

赞的举措。

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尤其

是照料 3 周岁以下的孩子，是眼下不少

家庭面临的难题。幼儿园规定年满3周

岁的儿童才能入园，不满 3 周岁的幼儿

则由祖辈隔代养育，或者送入市场化的

托育机构，或者只能由家长自行照料。

如今，市面上的托育机构质量参差不

齐，也让不少父母难以安心。

这些现实的困境，不仅抬高了家庭

的养育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不

少家庭的生育意愿。无论是鼓励生育

以应对社会少子化压力，还是延展全生

命周期国民福利体系，构建社会共担的

婴幼儿照料服务体系都是当务之急。

事实上，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

早已列入各级政府的任务清单。在

2024 年瑞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曾提

出，“实施更加积极的生育新政，提质优

化母婴室建设和产后母婴照料服务机

构管理，完善幼儿园开设托班等‘5+X’

托育服务模式，投用市托育综合服务中

心，每千人口拥有 3 周岁以下婴幼儿托

位数达4.8个。”

需要注意的是，托班幼儿因为年龄

更小，保教工作需要教师和保育员投入

更多精力和耐心，托育服务中的卫生保

健要求也更高。因此，不能简单把幼儿

园托班看成是幼儿园入学前的过渡阶

段，把托班当成小班生源“蓄水池”，而

应真正关注婴幼儿发展，从托育服务本

身出发，配备专业人才和完善的软硬件

环境。

育儿既是家事，也是国事。政府和

市场、社会和家庭同向而行、协力共担，

让婴幼儿的托育不再是难事，更好满足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期待多元化、

规范化的托育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不负

所“托”，托起千家万户的幸福。

随着暑期临近，孩子们的生活学习

用具迎来了“换新”高峰期。然而，在这

股消费热潮背后，却隐藏着不少值得我

们深思的问题。

以杭州某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的

遭遇为例，孩子强烈要求购买小天才

Z10 电话手表作为暑期礼物，而这款手

表售价高达2299元，相当于一部中档新

手机价格。孩子的理由是，小天才“鄙

视链”中 Z 系列优于 Q 系列，购买 Z10

才能在同学中保持“地位”。面对这样

的诉求，家长感到十分无奈和困扰。

从家长的角度来看，他们对于电话

手表的功能和价格持有质疑态度。电

话手表作为一种通讯工具，其核心功能

应该是方便家长与孩子之间的联系，确

保孩子的安全。然而，现在市场上的电

话手表功能越来越多，价格也水涨船

高，但真正实用的功能并不多。此外，

过多的功能可能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不利于他们专心学习。因此，家长对于

购买高价电话手表持谨慎态度是可以

理解的。

从孩子的角度来看，他们对于电话

手表的追求更多是出于对社交圈子的

认同和向往。在孩子的世界里，拥有一

款流行的、被认可的电话手表可能意味

着更高的群体地位和更好的人际关

系。这种心理需求在某种程度上是可

以理解的，但家长也需要引导孩子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让他们明白真正的友谊

和尊重不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

针对这一现象，我们需要进行深入

的反思和讨论。首先，我们应该重新审

视当前的消费观念和教育方式。在物

质丰富的今天，我们是否过于注重物质

的追求而忽视了精神的成长？在教育

孩子的过程中，我们是否过于强调物质

的奖励而忽略了对孩子品德和价值观

的培养？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

深思。

其次，我们需要加强对儿童消费市

场的监管和引导。政府、企业和社会组

织应该共同努力，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标

准，规范儿童用品市场的发展，防止过

度商业化和物质化的倾向。同时，家长

也应该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和引导，帮助

他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和价值观，避

免盲目跟风和过度消费。

最后，我们需要倡导一种更加理性

和健康的消费观念。在面对孩子的“换

新”需求时，家长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和

孩子的真实需求作出决策，既要满足孩

子的合理需求，又要避免过度消费和浪

费现象的发生。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孩子们创造

一个更加健康、理性和美好的成长环

境。

日前，潘岱街道举行首个社区

“邻里节”活动，街坊邻里欢聚一堂

包粽子、看比赛、编五彩绳，让城市

生活“烟火气”更足、“人情味”更浓、

“幸福感”更强。

社区结合传统节日适时推出的

“邻里节”，让住在高楼大厦里的人

们走出来，让关怀与爱流动起来，破

除他们“相见不相识”的尴尬场景，

实在值得推广，鼓掌喝彩。

邻居，是一个亲切的称呼。小

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住在有院墙

的落地房，平时孩子们三五成群玩

乐 打 闹 ，大 人 们 聚 在 一 起 下 棋 聊

天，邻里之间其乐融融。现在，随

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很多人搬进了

钢筋水泥构建的高楼大厦，人与人

之间的往来也大幅减少，邻居之间

也变得较陌生。有的还会因为鸡

毛蒜皮的摩擦而与邻里产生矛盾

纠纷。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其实，

建立良好、和睦、和谐的邻里关系并

不是什么难事，关键是大家要有一

颗包容之心。如果人人能以宽容、

接纳之心与人为善，相互理解、相互

帮助，哪怕是一个会心的微笑，一句

温暖的话语，一次真诚的帮助，都能

消融所有的冷漠和坚冰。

邻里关系看上去是件小事，实

则是社区治理的基础，也是城市文

明的一个缩影。邻里节塑造了新型

邻里关系，筑牢了城市宜居幸福的

基石，也为城市文明建设带来了一

股清新气息。当每一个社区充满邻

里和睦的温暖与友爱，居民对社区

的归属感和居民之间的凝聚力才会

更强，社会才能更加文明和谐。

我们期待各地能够举办更多形

式多样的“邻里节”，因为它是弘扬

传统文化，增进邻里情义、社区文明

的润滑剂。

近日，平阳县古鳌头学校颁布了

一条“禁伞”校规，要求学生不得携带

雨伞，统一穿雨衣进出校门。去年 5

月，江苏灌云县一所小学也曾禁止学

生打伞进校。一纸“禁伞令”，触动家

长敏感的神经，也搅动平静的教育水

面。

“每一条校规的背后，都有一次

深刻的教训。”毋庸置疑，学校出台

“禁伞令”，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学生的

安全。雨天打伞，学生容易被锐利的

伞尖扎到眼睛或者其他身体部分，出

现意外情况。在课间，个别“调皮”学

生甚至拿伞玩耍打闹。简单的一把

雨伞，会衍生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安全

事故。雨伞虽小，安全事大。在“安

全无小事”满弓紧弦、警钟长鸣的氛

围之下，对雨伞这一潜在风险源采取

预防性的限制措施，其出发点不难理

解。

但一石激起千层浪，自感被剥夺

“撑伞自由”的学生家长们有话要

说。他们认为，不当使用雨伞固然有

一定危险，但保护学生安全不能“以

禁代管”，不能为了安全矫枉过正，更

不能因噎废食，搞“一刀切”的禁止。

一家长甚至调侃，“尖尖的铅笔比雨

伞更危险，是否也要禁止？”也有家长

认为，温室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不

能总想让孩子生活于完全安全区，学

校的做法是“懒政避责”思想作祟。

本意保护学生免受伤害，本想获

掌声支持或举双手赞成，不料却引发

部分家长的吐槽，甚至质疑，这恐怕

是学校管理层始料未及的。面对雨

伞这一风险隐患，学校应将其视为一

次教育机会，教育学生尊重、敬畏生

命，培养安全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

教导学生科学正确使用雨伞方法，而

不是以极端的方式限制他们的行为，

通过简单的禁令来避免潜在的危

险。校园完全禁伞，纵然可以从源头

上消除风险隐患，但由此也关上了教

育的“一扇窗”。

江苏一学校为管理上的方便，硬

是规定学生只能穿雨衣，发生“没带

雨衣就淋雨进校园”的闹剧。那场大

雨，淋湿的不仅是学生的衣物、身体，

更是学生、家长的心，还有教育初

心。禁止打伞，到底该如何平衡管理

需求与学生权益，找到兼顾保障安全

与促进学生个性发展的合适路径，这

是学校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校园“禁伞令”也引发许多网友

纷纷献计，有人建议学校采用倡导

式、引导式管理方法，提倡用雨衣，不

搞强制。有人建议学校在教学楼与

校门之间安装活动式直通雨棚，并在

雨棚边上布置防撞胶条，地面铺上渗

水防滑地毯。与不近人情的“禁伞

令”相比，这一人性化的创新之举更

能消除人们担心的安全隐患，也照顾

了家长的合理关切，为学生的安全温

情撑起“保护伞”。

“禁伞令”的争议也让我们进一

步看到，教育的目标不应只局限于安

全，应广泛地关注学生独立思考、解

决问题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关于“禁

伞令”的讨论，不仅是关于一把小小

雨伞禁与用的争议，而且是关于教育

理念、教育方法的一次交流探讨。教

育过程复杂，且充满挑战，需要教育

工作者、家长和学生之间的紧密合作

和深入探索。家校双方要相互理解，

相互配合，最大程度凝聚共识，形成

同向共行的合力。无论是雨伞去留

问题，还是其他教育问题，面对不同

意见和建议，学校应当以学生为中

心，抱持开放的心态、包容的态度，善

于沟通，认真倾听，共同探讨，积极寻

求替代方案，及时回应合理关切，既

给学生创造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又

致力于培养孩子独立解决问题能力，

促进全面发展。

近日，一起发生在瑞安街头的事

件引起了广泛关注：一名 9 岁男孩在

偶遇一只因车祸不幸身亡的小猫时，

没有选择视而不见，而是怀着深沉的

同情，将小猫轻柔抱起，安放在绿化

带之中。这一举动不仅体现了男孩

对生命的尊重，更是其内心深处真善

美的自然流露，同时，这也映射出我

们当下素质教育正开出一朵积极的

“小花”。

真善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也

是素质教育的核心目标。在这位小

男孩身上，我们看到了真善美的完美

结合。他面对小猫的不幸，没有冷漠

旁观，而是用实际行动去表达对生命

的尊重与哀悼，这是“真”的体现；他

对待小猫如同对待一个珍贵的生命，

充满了温柔与善意，这是“善”的流

露；而他的行为，无疑也为我们展现

了一幅“美”的画卷，那是对生命之美

的敬畏与维护。

孩子妈妈在分享教育理念时，提

到了“注重孩子的素质教育”“孩子需

要知道什么是爱，如何去表达爱，并

且要学会感恩”。9 岁男孩这一抱，

就是对素质教育的最好诠释，更是对

我们传统教育理念的深刻反思。

在知识的传授之外，我们更应该

注重对孩子真善美品质的培养。这

种品质，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形成的，

它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熏陶、不断

引导。这位 9 岁男孩的行为，正是日

常教育中一点一滴积累的结果，是素

质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

因此，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对孩子

的素质教育，从小培养他们真善美的

品质。这不仅对孩子个人的成长有

着深远的影响，更推动着整个社会文

明朝着“真善美”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