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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给学生减负，别总纠结“数据”

25日，一份调查报告在山东省
教育厅官网上发布，全省17市的中
小学生课业负担情况以这种方式
向全社会公开，数据显示：潍坊学
生课业负担最轻，德州学生课业负
担最重。在市级教育主管部门“几
家欢乐几家愁”的同时，人们也在
思考：如何正确看待调查结果中的
各项数据。（本报今日A09版）

课业负担，顾名思义就是学生
的学习负担，调查结果既包含学生

主观情绪上的反应，也是我省学校
规范化办学的量化指标。此次发布
的数据不仅反映了各地学生的课
业负担情况，也是对各市教育部门
执行政策的一次监督。

不过，这个调查结果的公布也
引来了社会上不同的声音。在去年
的调查结果公布后，个别被点名

“批评”的市级教育部门反应“激
烈”，针对相关数据做出了“不科
学”、“不真实”等质疑：仅有2%样
本的社会调查能否给予社会一个
真实的答案，是否有一些市级教育
部门的努力被“以偏概全”地抹杀？

从内容和范围来看，全省共
有4万多个家庭参加到2013年的

调查当中，调查涉及中小学生作
息时间、学习时间、睡眠时间、作
业量、高中是否有重点班、节假
日安排、有偿补习等情况。可以
说，当下学生和家长反映较为强
烈的问题基本被涵盖其中，各项
标准也都源于教育部和省教育
厅对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做
出的具体规定。

记者在采访中还注意到，为
了保证这次调查的可信度，调查
周期从去年的两个月增加到了
今年的 6个月，调查中一些可能
存在失真的部分也被加以解释。
课程、招生等方面改革力度较大
的济南、青岛等地，迎来了数据

上的“喝彩”，在本次调查中课业
负担减轻的成果较为突出。同
样，个别城市连续两年课业负担
全省最重，足以引起当地教育主
管部门的警醒。

既然是调查就要有结论，既
然要用数据说话，自然有个排名
先后。这个调查结果或许不能全
面反映各地中小学生的课业负
担，但各地教育部门应看到其中
宝贵的参考价值，真正帮助中小
学生减轻课业负担。更何况，数
据不准确可以多次调查加以矫
正，衡量方式不科学可以进一步
完善。这种调查机制的出现，本
身便是一种进步。

国考弃考大军折射择业投机性
尹明亮

史上最热的国考也催生了创
纪录的弃考大军，官方数据显示，
在201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共科
目考试中，152万通过报名审核的
考生中，111 . 9万人确认参考，最终
有99万实际参考，总共53万人弃
考。记者调查一些考场发现，有的
考场甚至半数考席空缺。规模如
此庞大的弃考大军，折射出青年
人择业的随意性和职业规划的盲
从度。

数以万计的考生，选择以“打
酱油”的心态应对国考，这表明部
分报考者心怀投机心理。以往有

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青年人选
择到体制内去，最看重的只是过
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体制内所
意味的优厚福利和社会地位，而
非个人抱负与理想使然。尤其是
在住房、养老等双轨制普遍存在，
而公务员群体淘汰率极低的背景
下，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只要考上
了公务员便可以一劳永逸。“未富
先懒”的心态弥漫，很可能折损整
个社会的创新动力。

弃考规模之高创历史纪录，
也暴露出相当一部分青年人在
职业规划中的随意和盲从。对比
历年的官方数字不难发现，国考
报考规模近年来一直在扩大。比

如在一些高校，有相当多的大学
生以宿舍、班级等为单位“抱团”
报考。加上周围亲戚朋友的“循
循善诱”，从众心理成了影响青
年人择业的重要因素，理性自主
的选择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弃考规模首次突破40万，从另
一个方面同样表明，伴随改革继
续深入，一些报考者也开始重新
审视“体制内”。尤其是随着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诸如打破
社会保障双轨制等已成普遍共
识，这无疑打破了相当一部分报
考者对体制内“一杯茶、一张报
纸”的幻想。从这个角度而言，弃
考规模创历史新高，不仅谈不上

一种损失，反而是有好处的。与其
让一些意在“打酱油”的青年人进
入体制内，倒不如让他们在更广
泛的职业选择空间中磨砺精气
神，为社会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多
的可能。毕竟，社会管理是个复杂
的问题，如何提高管理者的素质、
吸纳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也是当
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那
些志不在此者，不妨引导他们走
向更合适的岗位。

(作者为本报时政新闻中心记者)

房贷收紧

“刚需”求安慰

时至年底，随着各家银行全年
信贷余额的减少，房贷业务被进一
步收紧。据在线金融搜索平台“融
360”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济南已
有多家银行停贷，而房贷的折扣利
率更是鲜见。

多家银行停贷，再加上今年以
来房价的持续上涨，刚需群体必将
面临雪上加霜的局面。这部分购房
者首付能力弱，绝大部分房款需要
贷款，受房贷政策的影响也最为直
接。

在房价未来走势不明朗的情况
下，刚需购房者也恰恰是最容易恐
慌性入市的群体，因为没有住房，担
忧永远买不起，只能透支购买力。因
此，政府当前应该多管齐下保障刚需
夹心层的基本居住需求，提供类似公
积金等低利率购房工具，避免市场
滋生恐慌情绪。 (读者 莱伦)

烟台大学保洁员吃大学生剩饭
倡节俭的举动在全国引起了不小的
反响，笔者在赞扬之余也在想，既然
饭不该浪费，那么好多家庭中长期
不穿的衣服是否也可以发挥“余
热”？

现在很多家庭中都有不少多余
的衣服，或孩子大了穿不上的，或买
回来不合心意的，甚至有些是满足
一时的购物欲望后而闲置的，大都
躺在家中的衣柜里睡大觉。

剩饭也好，旧衣也罢，都需要我
们用节俭的意识和方法来处理。吃
多少，买多少，避免剩饭是最好的饮
食习惯；量体裁衣，适量购买是最好
的消费理念。物尽其用、避免浪费，
就该从这样的身边事做起，这既是
生态文明的要求，也是传统美德的
体现。 (读者 何磊)

厉行节俭

从身边事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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