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微博博
转转发发

A10重点

微现场

@杨小豆78：政协举行
选举大会，委员填选票。
本报记者 杨凡 微博报道

@天各一方：省政协会
议23日闭幕，部分委员恋恋
不舍，因为这是最后一次；
而有些委员是今年刚刚增
选的，初上两会激动不已，
希望来年有更大作为。
本报记者 邢振宇 微博报道

都是委员

心态大不同

100分，谁的法宝谁的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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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俗话说：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学生的命根。放在今天，

分数已不单单是学生、家长的命根，老师更是“鸭梨山大”。“孩子没考双百，

家长被狠训”，近日，一名小学生家长在本报两会微博上留言，孩子考了96分

和97分，老师指责“将来有何出息”，一时引起网友热烈讨论。

一个小板凳

玩得我们团团转

@追梦小杰：滨州市委
书记邓向阳说，街上的流动
摊贩，有桌椅的归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管，没桌椅的
归工商管，这造成一种现象：
工商来检查，小贩把凳子摆
出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来检查，小贩把凳子藏起
来，结果出现了监管漏洞，这
需要从立法上进一步完善。
本报记者 刘红杰 微博报道

@楼市很强：我的两会
专用车，直达会场畅通无
阻，防堵，防盗，防身。
本报记者 娄士强 微博报道

@下载zhong：两会接
近尾声，安保人员仍尽职
尽责，中午在车边吃午饭。
本报记者 李钢 微博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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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不清“我是谁”，

是教育的缺憾

@蜂蜜绿茶：23日，省人
大代表、临沂十六中副校长
咸慧说，绝大多数孩子弄不
清楚两个根本问题，“我是
谁”、“我要做什么”，这是教
育的缺憾。咸慧说，她调查过
200多个年轻人，认为正从事
自己最喜欢职业的不足
10%。
本报记者 徐洁 微博报道

@创意青春：老师的观
念还没改变，因为学校对老
师的考核仍以成绩为主，这
是他们吃饭的饭碗，不这样
又该怎么办呢？

@我爱沂蒙山水：其实老
师在乎的不是你的孩子将来
有没有出息，而是孩子的分数
扯了班级的后腿，老师评优没
门了，评职称估计也难了。因
此，素质教育的根子不在家
长、不在老师，是学校对老师
的评价体系出了问题，对老师
的考核仍与班级学习成绩挂
钩，必然会导致如此现象。

@蜂花学月：看看教育部
门对老师考核用什么标准？

@summerseal ine：关键
在于国家的考试方向，只要
大方向不变，学校的老师就
不得不占用孩子时间补课，
不得不多布置作业。

@中国孩子--luoluo：现
在的老师比家长更看重分
数，什么各种评比啊，都拿自
己班级的平均分说话，教育

系统的素质和思想都没提
高，何谈教书育人？

@早睡晚起就要实现：
一方面喊素质教育，一方面
用孩子分数来考评老师，老
师又把压力转到孩子和家长
身上。自从孩子上了学，我一
收到老师的飞信就紧张，生
怕又被点名。

@台柱子的地盘：老师的
职责就是让学生考高分，老师
脸上好看，学校有光。作为家
长，一方面接受老师的斥责，
另一方面不能再责备孩子。一
个学习正常的孩子考90分以
上就不错了，关键是发现孩子
的特长和爱好，让他的发展不
同于一般的教育。

@创意青春：老师的观
念还没改变，他们仍以成绩
为主，这是他们吃饭的饭碗，
怎么办呢？

@约瑟夫_高登_莱维特：
据说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
不过老师也是好意，话又说
回来，考一百分又能怎样？

哥教的不是书，

评比、职称、收入，你懂的

@Leson_尐晨：中
国的孩子真可怜，现在小学生
的压力比大学生还大，生下来
就学这个学那个，完全把孩子
的天赋给扼杀了，真是学习的
机器～这种现状什么时候才
能够改变呢？

@田园风光-黄鹤：我家
孩子才考八十多分，扬长避
短地培养孩子呗。

@沙漠红豆豆：我告诉
孩子不需要考到100分，保持
班里中上水准即可，给孩子
未来发展留有余地。

@彼岸如何：未来的社会，
拼的其实是综合实力。

@cayche：这样下去我
们国家的后面几代人只会越
来越糟糕，天天看着成绩，成
绩就代表出息？做家长的这
样认为，就连当老师的都这
样看，实在可悲！

@语文教师刘广广：上
学的时候以分数评判高下，
工作以后是凭真本事吃饭，

很多考试成绩一路领先
的学生，进入社会后啥也
不懂，还得从头开始学真本
事。

@青岛律师-丛伟：素质
教育也不能不看学习成绩，
学生还是要有好的学识。素
质教育的推行绝对不能牺牲
学生的学习。

@Doris_喵喵喵：孩子应
该被鼓励学习，这僵硬的百
分教育是畸形的。

@doudou9196：分数不能
代表全部，更不能以此而否
定任何一个孩子的未来。未
来的事情一切皆有可能！

@May662011：不应该过
于看重分数，只要智力正常，
一直在进步，就很好。

@济宁微博报：现在这
种现象很普遍，无论是城市
还是农村学校，只要是分数
彻底占据决定学生命运的层
面，就改变不了。素质教育，
现在还是一种奢侈。

孩子不是学习机，

百分是浮云

大小相机齐上阵。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大会休息间隙，一位擅长摄影的委员抓拍到一张其他委
员的精彩瞬间，引得大家争相观看。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实名制是双刃剑，
今天你又被卖了没有

@皮皮李和小宝：房子刚交
了，就有装修公司、卖地板家具油
漆窗帘猫眼的不停地打电话，谁把
业主的信息卖了？结果显而易见！

@蓝色月光下的猪：公民的隐
私和信息是必须要得到保护的。
作为政府来说，用好这些信息可
以给公民带来便利；但是用不好
却对公民极为不利，如何使用好

这把双刃剑？
@店小二也可以搞房地

产：这是必须的，必须支持。
@浙江消费新闻网：支持！

公民的隐私权应该得到有效的
保护。

@东营沙漠一舟：有时真
的很烦。

@水苏V：这个提案不错。

省两会正在召开，您对两会有什么建议和想法，可登录齐鲁
晚报新浪官方微博发表观点。齐鲁晚报新浪官方微博http：//
weibo.com/qlwb；省两会微话题网址http：//t.cn/zOLPpse。

离别
23日，政协会议闭幕，对许

多老委员来说，这是他们最后一

次参加两会，因此今年的闭幕式

上多了一些离别，留念。

@齐鲁晚报：刚买车，就遭到各保险公司骚扰；刚生宝宝，婴
儿用品促销员就打来电话。省政协委员宋传杰提出“实名制大背
景下，加强对公民信息和隐私的保护”。对此，您有何见解？

政协会议闭幕之后，女政协委员在会堂大厅内合影留
念。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VIP待遇

何时全民共享

@齐鲁晚报任志方：“昨
天下午提的建议，今天下午
就给回复了，我很感动。”来
自青岛的人大代表姜丰寿，
23日提了一条关于增加驾考
科目一的建议，24日省车管
所的两位工作人员找到他给
出了答复。这种VIP待遇何时
每一个公民都能享受到？
本报记者 任志方 微博报道

23日，省政协十届五次会议
闭幕，一名安保人员在计票室门
前恪尽职守。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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