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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秋季学期开学前，教育部推
出《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
稿，被网友称为史上最严减负新规。
但小学不留书面作业的规定引来不
少争议。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小学
不留作业只是迈出减负第一步。

小学阶段不留书面作业主要
为了真正实现有效减负，让孩子的
书包越来越轻。如果整个小学的六
年学习阶段都没有了书面作业，学
生自然轻松快乐，他们会有更多时
间和精力去探索自己喜欢的科目。

但笔者在采访中发现，无论是
学校老师还是学生家长都认为实现
有难度。他们认为，小学一、二年级所
学内容浅显，可以在课堂上消化吸
收，不必再布置书面作业。但五、六年
级的课本内容难度增加，要通过留适
量的作业“温故而知新”。

事实上，“减负”不意味着不
教，而是老师不仅要给学生传授知
识，还要让学生能快乐地接受知
识，向课堂45分钟要效率。无论如何

“减负”，家长以及整个社会对孩子
的教育质量标准不能降低。因此，
学生减负的出路在于提升教师的
素质与执教能力。

对于很多网友认为“考试制度
不改，学生减负难以达到效果”的
观点，教育部基础一司司长王定华
曾表示，这是一项综合改革，要率
先实现小学生减负，进而实现中高
考改革。可见，在全面的人才评价
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减负将
是一个长期行为，虽然效果还不那
么明显，但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全社会应一起努力。
（作者为本报济南新闻中心记者）

“择班大战”凸显校内资源分配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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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青岛市晒出首张食品安
全红黑名单，22家企业上红榜，31

家企业和个人被拉黑。上了黑名
单的企业，基本已被勒令关停或
取缔。此举让人拍手称快，但保障
食品安全，仅靠“红黑名单”还不
够。(详见本报A05版)

青岛市根据今年2月出台的
《关于实施食品安全红名单黑名
单管理制度的意见》，借用“红黑
名单”的监督利器，打响了秋季保
障食品安全的新战役。可以说，青
岛市有关职能部门积极作为来评

定食品安全“红黑名单”的做法，
抓住了食品安全靠监管的制度保
障关键。

长期以来，社会舆论及管理
部门往往将食品不安全的问题简
单归罪于经营者的不讲诚信与道
德沦丧，而弱化了执法与监督部
门市场检查与监管的职责，导致
了食品生产与消费难安全的现
状，并造成了食品监管“不怕质量
差、就怕事故大”的畸形责任意
识。例如，相对于战后日本“一杯
奶强壮一个民族”的国家奇迹，我
国却发生了“校园奶”几十年也进
不了校园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由监管部门“不怕奶有问题，
就怕喝出问题”的意识造成的。所
以说，要根本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就要在食品安全“红黑名单”管理
制度基础上，建立食品安全监管
的责任追究制。当出现食品安全
问题时，不仅要处罚经营者，也要
处罚管理者，建立食品安全“要我
管”为“我要管”的监管机制，改变

“出现安全事故才查食品安全”的
监管体制，整治“安全不挣钱，挣
钱不安全”的食品生产环境。

为此，国家既要大幅降低食
品安全生产的流通成本，又要切实
提高食品安全生产的市场效益，建

立食品安全生产的追溯制。对涉及
民生的饮食品牌要实行规模化生
产，实施公共监管与扶持的“食安”
补贴，借此铲除黑作坊的市场生存
条件。因为只有形成了“食品安全才
能盈利”的监管环境，安全食品在国
内才会有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保障。
否则，当安全食品没有获利空间或
竞争优势时，仅靠舆论褒奖的良心
或诚信，再多的食品质量监管与“红
黑名单”严打，也只能让食品安全成
为应对检查的假象。例行检查一
过，放任的市场规律又将显现唯
利是图、漠视生命的本能。

(作者为山东省政协委员)

孩子开学了，家长却皱了眉。
近日，不少家长反映出门经常被
问到孩子被分到“重点班”还是

“普通班”。“重点班”的学生家长
抬起了头，“普通班”家长则是一
声苦笑。尽管教育部连年下发文
件，禁止中小学设立“重点班”、

“普通班”，但屡禁不止。到底是谁
给学生戴上了“重点”“普通”的帽
子？

《山东省对违规从事普通中
小学办学行为责任追究办法》明

确规定，禁止设立“重点班”和“非
重点班”。但笔者询问多家学校的
学生发现，许多中小学以“实验
班”、“培优班”等名义变相设立重
点班。而且，学校和家长的热情远
远要高于学生。每到寒暑假，孩子
的日程就被各种特长班、辅导班
占满。有学生家长反映，虽然知道
孩子累，但学校都是按照学生成
绩高低编排“重点班”和“普通
班”，只好如此。

显而易见，面对强大的升学
压力，“重点班”不仅成了学生挥
荆斩棘踏进大学校门的利刃，也
成了学校排名评优、赢取升学率
的有力武器。把优越的师资力量
和先进的教学水平集中设置在某

几个班，孩子们挤破了头只为争
夺有限的名额。这一方式违背了
教育教学规律，明显剥夺了“普通
班”学生平等享受教育的权利，严
重伤害了“普通班”学生及任课教
师的自尊心，不利于学生自信心的
培养和教师积极性的发挥。对于分
入“重点班”的学生来说，也容易产
生优越感、自私自利等心理障碍，
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除此之
外，“择班大战”引发了家长焦虑，
提高了全社会的教育成本，拉关
系、找门子的现象随处可见。

归根结底，“重点班”屡禁不
止，是在升学压力下，由学校和家
长需求以及权力寻租共同助推。而
当前国家和地方出台的禁止设立

“重点班”的规定，往往强调“严
禁”，却没有出台配套的惩罚措施，
难以起到监管和约束作用。在执行
中，一些热点学校借力行政资源形
成“保护伞”，查处难度增大。

遏制择班乱象，学校应该承
担责任，家长也不能盲目跟风。必
须进一步推进教育资源均衡配
置，促进中小学招生、分班的公开
透明，保障每一个学生公平享受
教育资源的机会。取消“重点班”，
代之以“混合班”，有利于减缓学
生和教师的心理压力，更有利于
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教师整体
素质的提高，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但愿有更多的学校加入“混合班”
的行列。

热点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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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不留作业

只是减负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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