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小学都开学了，不少
学生寒假作业还没写，临开学了熬
夜赶作业，有的小学生甚至公然在
班里叫嚷着要花钱买寒假作文。(2

月 16 日齐鲁晚报 C05 版)

笔者认为，不论是开学前后恶
补寒假作业，还是花钱买寒假作
文，都不能一味地把板子打在学生
身上。

老师布置寒假作业，本意是想
让学生在寒假里巩固知识，或者预
习下个学期的课程。中小学生缺乏

自主学习的能力，有老师布置的寒
假作业，也不至于想学习却不知道
学什么。另一方面，老师也担心学
生在寒假里玩“疯”了，布置作业也
是让学生收一收贪玩之心的有效
措施，可谓用心良苦。

面对老师的良苦用心，为何总
有学生不买账？有的学生觉得老师
布置的作业“太老土”、“没新意”，
因此对寒假作业“不感冒”，甚至心
怀“仇视”。

也许确实存在这种作业，单纯
地教学生如何应试，学生比较反
感，也不全怪他们。毕竟素质教育

喊了这么多年了，孩子们期待有创
意的作业，过一个有意义的寒假。

老师们在布置作业时，是否该
想一想：这样的作业学生们愿意做
吗？学生辛辛苦苦做了，自己愿意
批改吗？难怪有学生在网上发帖子
说“学生辛苦写一个月，老师简单
地写一个‘阅’”，这样批改作业，怎
么提高学生写作业的积极性？

再说家长这一方面，有些家长
太宠爱孩子，觉得孩子平时在校学
习太辛苦，好不容易放假了，应该
好好放松一下，带着孩子外出游
玩，想方设法给孩子做好吃的“补

脑”，对孩子有没有寒假作业却不
管不问。

学生在寒假里，作为监护人的
父母应该负起责任，不能放任孩子
由着性子玩。家长最好在放假之初
就帮着孩子做好规划，什么时间
玩，什么时间做作业，帮孩子制定
作息时间，并监督孩子严格执行。
执行得好，可以给予奖励；执行得
不好，也该有相应的处罚。

只有老师和家长都上心了，才
不至于出现开学前孩子“临时抱佛
脚”熬夜恶补作业的现象，才能帮
助孩子健康地成长。

花钱买作业，板子不能全打孩子身上

□特约评论员 张洪泉

水城的哥收费四舍五入，谁给的权利

虽说出租车价格调整了，但由
于调整后的单价为 1 . 2 元/公里，随
之而来的就是找零难。多数司机却
是采用四舍五入的的方法收取整
数，但也有部分司机直接按照只要
有零头直接加 1 元的方法收费，这
样的做法让市民难以接受。(2 月 16

日齐鲁晚报 C04 版)

出租车是公认的城市名片，看
一个城市素质，首先就是出租车的
服务。出租车乱收费折射出一个城
市居民的素质，水城名片伤不起。

“四舍五入”看起来合理，但明
显不符合公平交易原则。很容易给
初来聊城的外地游客一个错觉：聊
城的哥不那么厚道，进而影响他们
在聊城旅游的心情，被宰的感觉更
是难以忘怀。久而久之，口口相传，
一个城市就没了形象。

出现“四舍五入”的现象，也有
管理技术层面的问题。由于起步价
按照 6 元/3 公里收取，超出按每公
里 1 . 2 元收取，这样势必会出现结
算上的小数。像出租车这样高频率
的运输方式，根本就无法准备充足
的零钱。即便把零钱给了乘客，也不

方便携带，最终双方都不方便。
聊城东西、南北也不过 10 多里

路，人们经常用的出行方式有公交
和出租。提高起步价其实是提高了
出租的门槛，是变相把客户送给了
公交。如果真想让出租车有钱挣，不
如把起步价降低为 5 元/3 公里，而
超过部分按每公里 1 . 5 元。客户多
了自然就增强了竞争力，便于管理
的同时，民众也能从中受益。

城市的经营需要智慧，每项决
策都应该反复推演。好的管理制度
给城市添彩，不科学的办法让城市
蒙羞。期待有关部门尽快从技术上

对的哥收费进行规范，也希望的哥
能自觉维护聊城形象。

聊城市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塑造
“自豪、创业、包容、奋进”的聊城新
形象，这是对全体聊城人的要求，出
租车管理部门要带头践行，全体的
哥也应认真遵守。毕竟，聊城的城市
名片伤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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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王传胜
2 月 13 日齐鲁晚报 C02

版《河豚鱼有剧毒 有酒店
竟用它做菜》：河豚鱼有剧毒,

食用不当会要人命,但聊城仍
有酒店把河豚鱼做成菜端上
餐桌。2 月 10 日 ,市药监局再
次发文要求严查违规制作鲜
河豚鱼的酒店。

点评：拼死吃河豚，这种
牺牲精神最好不要有。

2 月 13 日齐鲁晚报 C07

版《儿女相亲忙坏家长》：在 2

月 12 日齐鲁晚报举办的相
亲会上，出现不少家长的身
影，他们大都是孩子不急家
长急，来帮孩子相亲的。

点评：可怜天下父母心。
亲！抓紧行动，别让父母等得
太久哦！

2 月 14 日齐鲁晚报 C05

版《升旗仪式上校长改“讲
话”为讲故事》：13 日,全市初
中小学开学,不少校长做了国
旗下讲话,但建设路小学校长
没有强调纪律,而是给学生讲
了两个故事,受到学生欢迎。

点评：这位校长堪称小
学界的“根叔”，是真正用心
在做教育事业。

2 月 15 日齐鲁晚报 B05

版《年轻人图浪漫花去俩月
工资》：2 月 14 日情人节 ,不
少年轻人为讨女友欢喜,不惜
掏空腰包，甚至有人为了这
一天的浪漫花掉俩月工资。

点评：这哪里是情人节？
分明是“情人劫”啊。

2 月 17 日齐鲁晚报 C12

版《疾驰轿车撞倒俩老人
司机弃车逃逸》：10 日，在冠
县县医院门口，一辆疾驰的
轿车把一对卖小吃的老人撞
倒后匆忙逃逸。两位受伤老
人随后被人送入医院。

点评：肇事司机喝酒了
没有？明知“跑了和尚，跑不
了庙”，为啥还要逃跑？

“中国式逼婚”，有木有啊

一个女网友的心声

从七夕、2011/11/11“世纪光棍节”再到 2012/2/14 的末世情人节，
爱情、婚姻似乎成为了单身人士的恐惧，虽说茫茫人海中，总有一个
人会在某个地方等着你，可那个人到底躲在了哪里？虽说爱情可遇不
可求，可父母总想儿女早点成家。你被逼婚了吗？剩男剩女们种种无
奈和心酸汇成一句话———“中国式逼婚”猛于虎也！

爸妈，如果我暂时嫁不出去，别怪我不努力，是因为上
帝在随机配发，而月老老眼昏花，我心里能看到他，只是他
被月老挡住。穿梭于街，茫茫人海，大海捞针，街上凡是长
得像您女婿的，我都挤上去多看几眼，我也很累。我不跟人
比早，只比以后的幸福有多少!

@张旭-麦唛也响当当：最崩
溃的事就是过年回家看望比较偏
远的亲属的时候，他们会问：毕业
了吧？在哪呢？多大了？哎呀，那可
得抓紧结婚了，有没有对象呢……

@丹姐娃姑：自己越来越大，周
围的朋友都差不多结婚或者已经
有了朋友，让我这样的情何以堪
啊，最主要的是，受不鸟家人不停
的叨唠啊有木有？？？？我现在有时
候都嚼着精神紧张了。。。有木有也
是这样的？

@_罗飞鱼_在家做宅女：尴尬的
年龄段出现的中国式逼婚……以
前家长老师一直反对早恋，终于过
了可以早恋的年龄，当一切都看开
了觉得应该慢慢来的时候，却被催
促着走进婚姻的坟墓，可笑。

@张培英：部分出于传宗接代，
部分出于舆论压力，当然更有深切
的关爱之情。父母一辈子不容易，
不能要求有共同想法，他们在乎亲
戚朋友的议论也无可厚非。结婚更

多的是因为孝道和责任吧。
@李潇 Jack 七喜：在中国家族

中，不结婚就等于“变态”，结了婚
不生小孩则被视为“现行反革命”。
情人节、光棍节，特别是春节前后，
似乎已经成为审判这些“变态”和

“反革命”的法定日子。
@华图王晓强：现在城市里边

或者上大学的人，预计超过 80% 都
是晚婚者。超过 28 周岁结婚已经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相对于
父辈，刚过 20 岁就开始准备结婚
生子来说，基本是每三代人就能少
一代。

@陆琪：不管爸妈贫富、文化、
多聪明，到该逼婚时，都统统一个
德行，可谓奇计百出。有暗渡陈仓
旁敲侧击，有鸿门宴直接安排相
亲，有拉帮结派亲戚攻势的。父母
逼婚的特点是只要结果不要过程，
然而我们要的是爱情，结果是顺其
自然的事情。所以，面对中国式逼
婚，就三十六计，走为上吧。

海言阁请您畅言

海言阁是为水城读者量身
打造的评论版，评说水城事儿，
拉咱百姓理儿，欢迎读者投稿。
稿件一经采用，即可获取丰厚稿
酬。

投稿邮箱：lcqlwb@126 .com；
QQ 群号 9608970；齐鲁晚报今日
聊城官方微博：http://weibo.com/
qlwbjrlc

联系电话：8277257

寄信地址：齐鲁晚报今日聊
城编辑部（聊城市区兴华路和向
阳路路口古楼街道办 2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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