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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带课桌，谁之过

一些地方在制定有关外来务工人员政策的时候，也是考虑了很多情况。比如，提高了本地人的生活成本，分享
了本地人的资源，当然也考虑到一些安全问题。但是，我们既然生活在同样一个社会里，大家都是国家的合法公民，
就应该享受同等的权利。这是不应该附带任何条件的，无论是地域还是出身，都不应该成为限制条件。

该给网络市场环境紧紧“缰绳”了

□李洪嵩

《齐鲁晚报》消息，潍坊出台
《关于成立专门工作机构加强网络
市场监管的意见 (草案 )》 ,创办首家
以监管电子商务网络市场为职能的
网监办。处在探索阶段的网监 ,开始
追赶已经走了多年的网络市场。

近些年，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
发展，网络购物更是风起云涌，大
有一发而不可止的趋势。在人们享
受网购的便利与物美价廉的同时，
网络诈骗现象也有增加趋势。中国
电 子 商 务 协 会 等 机 构 联 合 发 布
《2012年中国网站可信验证行业发
展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年底，中
国网民总数达到5 . 13亿。其中，网
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1 . 94亿人。不
过与此同时，网络购物用户中，
31 . 8%的网民曾直接遭遇诈骗网站，
网购遇骗网民规模达到6169万人。

保守估算，每年因诈骗网站给网民
造成的损失不低于308亿元。如此惊
人的数字，让网民们对网购多多少
少添了一丝忧虑。是继续享受快捷
的网购生活还是避开网络诈骗，重
新回到实体店中，重复以往的传统
购物方式。

不过，网监办的出现，给那些
热衷于网络购物的网民带来了不错
的消息。监管电子商务网络市场是
网监办的职能，而那些从头开始就
想诈骗网民的网站、网店，在网监
办的眼睛里，将无形可遁。从这个
角度讲，网监办的出现真的是应运
而生的新事物。采取了网络监管措
施，才让那些网上诈骗者不再那么
嚣张，也让我们的购物环境得到了
净化。

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技
术不是万能的。作为网民，特别是
积攒了相当经验的网民，在进行网

上购物的时候，还是要多长个心
眼。首先要摒弃赚大便宜的心理，
网上购物，更多的是希望比实体店
便宜些，这不可厚非。然而，如果
商品明显低于成本价出售，就要好
好考虑了。网商开店做买卖，也是
要有成本，要有利润的，天上掉馅
饼的事情是很难发生的。其次，要
提高自己的网络风险防范能力。无
论是自己的硬件设施，还是自己的
支付方式，都应该把安全放首位。
只要自己多加小心，再加上网络监
管措施的不断完善，我们的网上购
物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安全。

善待外来务工人员也是一种和谐

报载，9月2日，36名外来进城务工
的孩子背着崭新的书包 ,在家长的陪
同下到奎文区早春园小学报到了。潍
坊市教育局要求 ,对符合规定接收条
件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按照就
近入学的原则统筹安排公办学校就
读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本地学生享
受同等待遇。

外来务工人员，在很多城市都
有存在，一般指的是外地来本地城
市打工的人员。通常泛指建筑行业 ,

搬运行业等等技术含量低 ,体力劳动
为主的从业人员。毋庸置疑，有了
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存在，我们的
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脚步才能正常前
进，对于城市和国家的发展，他们
是有贡献的。

然而，外来务工人员的地位，
却不能和他们的贡献成正比。在很
多地方，都存在歧视外来务工人员
的现象。当然，这些歧视现象都不
一定以非常明显的形式存在，更多
的则是一些隐性歧视。比如，在就
业、医疗、教育等方面，对外来务
工人员的条件限制比本地人要多，
需要提供各种证件，缴纳额外费
用，甚至需要提供担保。

社会竞争激烈，要讨生活都不
容易，本来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就存
在若干问题。在此之上，外来务工
人员还要被迫接受更多的负担，就
更不容易了。他们本来经济条件就
不是太好，这才离家远行，出外打

工，本来需要更多的照顾，却受到
了不公平的对待，心里怎么能没有
意见？这势必也会影响他们的工
作，增加对内心的不满。

一些地方在制定有关外来务工
人员政策的时候，也是考虑了很多
情况。比如，提高了本地人的生活
成本，分享了本地人的资源，当然
也考虑到一些安全问题。但是，我
们既然生活在同样一个社会里，大
家都是国家的合法公民，就应该享
受同等的权利。这是不应该附带任
何条件的，无论是地域还是出身，
都不应该成为限制条件。在自己的
家乡，我们是本地人，到了外地，我

们同样也是外地人，想来每个人都不
希望受到地域歧视，接受不公平的对
待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外来
务工人员，任何地方都应该更加人性
化的对待，帮助他们解决生活等诸多
问题，让他们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
暖。这既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我们
整个社会的和谐。

□王三华

国内媒体报道某镇农村学校开学前，

很多父母都在为孩子找课桌。目前该镇有
5000多名学生,约2000套的新课桌被分配到镇

上，意味着有3000多个孩子需自带课桌。有

位老人称说:希望在活着的时候,能看到孩子

们不再扛着课桌去上学。

@斐游：我读初中的时候，课桌都是认

购了的，所以毕业的时候我老妈挑了一张

好一点的课桌，给搬回家了。也有不少农

村上来的学生，是带着课桌来的。

@我爱秋日长318：在我印象里，从小

到大的学校隔几年会换一批课桌，淘汰下

来的很多就堆在仓库或叠放在室外，应该

有很多弃之不用的课桌吧？

@先叫小懒猪：我初中也是自己背课桌

上学，这并不一定表示地方落后，或许也

是某些部门创收的手段，学校的课桌可以

用十几年。而自带呢？每个新生都要买。

@Nicky的爱：我们那也是一样，还记

得我上学的时候是有课桌的，不知道为什

么十年过了却要自己带课桌了，真不知道

是进步了还是落后了?

@射天狼AAA：这是基层教育管理混

乱，上世纪80年代，小学是不需要自备课桌

的，应该都是村里配置的，但维护成本

大，小孩子折腾不了多久。后来到上世纪90

年代，就改为学生自备，学校统一制定购

买。基层教育组织发现不但省事，还能搞

点外快，于是每年学生都得购买新的。

@茶媒：好多地方都是要求学生自己买

课桌的啊，入学时自己带，毕业了自己再

带走。更多的不是经费问题，是孩子的破

坏力太强了，有的孩子一学期一张课桌不

够破坏的。

@夏末橙子2012：我小学时候也是自带

课桌，还是桌子和凳子连一起那种，不好

搬，每次搬都把脚磕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李小凯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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