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
稿

启
事

如果您对烟台身边事觉得不吐不快，对自己的经历见闻有话要说，或者对烟台城市发展有自己的建议，或者读罢本报新新闻后
想谈谈看法，我们的话题版都在等着您。

稿件字数以500-1000字为宜，择优刊发，稿费从优。来稿注明姓名、地址、邮编。 投稿邮箱：yantaihuati@163 .com

C02 话题 2014年7月23日 星期三

编辑：毛旭松 美编/组版：孙雪娇 ·今日烟台

头条评论

请让顾客成为真正的“上帝”
名嘴说事

我有话说

嬉笑怒骂

有偿补习应当远离学生假期

张琪

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假期的
到来并不意味着课堂学习的结
束，只不过课堂地点由校内转移
到了校外。学生心中即便对假期
补课有万般抵触，但还是硬着头
皮要去执行。近日，本报接到了
一位家长关于暑期有偿补习的
投诉，投诉中又包含很多的无
奈。

教育部门关于禁止有偿补
习的禁令不可谓不多，从中央
到 省 里 再 到 地 方 一 直 明 令 禁

止。早在2006年，教育部就明确
规定，严禁学校、在职教师以及
非教育机构占用学生休息时间
有偿补课和有偿上新课。就在
前些日子，山东省教育厅公布
了《关于 2 0 1 4年规范教育收费
治理教育乱收费工作的实施意
见》，指出要集中治理中小学补
课乱收费等问题，把“课堂内容
课外补”、学校组织参与有偿补
课、教师在社会培训机构对学
生有偿补课等问题作为整治重
点。暑期之前，烟台市各级教育
部门也发文称，坚决查处和遏
制教师有偿补习问题。但就是
如此高频率的禁令，还是难以
消灭有偿补习的影子。

学生和家长针对补习往往

是不同的心态。学生对暑期补
课，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我们
甚至会在网络上发现表达不满
的学生，投诉这种违背教育规律
的现象。而家长对孩子暑假补课
与否，却是爱恨交加。在升学的
压力下，家长不想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于是抓紧一切可以让孩
子学习的机会，在从众心理的影
响下，家长往往选择了妥协。但
是家长同时又是矛盾的，暑期补
课意味着一笔不菲的花费要流
出，同时孩子还要在假期里苦
读，哪个家长会落忍？

有偿补习一直存在的根本
原因是什么？很多专家一针见血
地指出了它的生存土壤——— 高
考指挥棒。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如

何直接关系到学校的脸面，学生
和家长则都想考上一个好大学。
学校和家长双方都有需求，往往
会一拍即合。正是在升学压力的
大背景下，一些社会机构和部分
教师瞅准了家长的矛盾心理，在
充分地添油加醋后补课风也就
刹不住了。

有偿补习有适合生存的土
壤，破除有偿补习这种教育陋
习，不可能在一朝一夕内完成，
但是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所造
成的长期影响，我们不能不引起
重视，长此以往，学生的身心健
康恐怕得不到保证。

有偿补习违背了教育规律。
从中央到地方下发“禁补令”目
的就是为了还学生一个无压力

的假期，充分地为学生减负，净
化教学风气，但是有偿补习非但
没有减轻学生压力，反而无谓地
增加了负担，打破了学生学习的

“生物钟”，让学生处于一种紊乱
的状态。

有偿补习也让教育蒙上了
功利化的色彩。一个学生暑期内
报班补习竟然要花费近5000元，
有些学校老师也在鼓动学生参
加社会辅导班，最后也分一杯
羹，还有的教师将本应在课堂上
教授的内容放到了补习班上去
讲，这背后都是金钱作怪，让教
育蒙羞。

有偿补习违背教育规律，不
利学生身心健康，请远离学生假
期。

小心掉进骗子设下的陷阱

谈论一二十年的公车改革有
望能实现，可见问题在决心大小。
改革的方案是给干部发放用车补
贴，也就是从权力配置车辆改为由
市场配置车辆。这样可以提高效率
减少浪费，还能减少拥堵。类似的
改革还可以推广到其他领域。但是
北京市的出租车数量有限，干部用
车转向市场后，出租车应该相应增
加，否则打不到车。

——— 茅于轼(经济学家)

有时候，纯真的人在现实的社
会中，看起来非常羸弱，但他们却
拥有伟大的、理性的和道德的力
量。但凡大学问家，都有这样一种
天真。而那些老于世故的、所谓“成
熟”的人，对那种冒着傻气的人的
天真似乎都不屑一顾，这些“成熟
人”看似左右逢源，但他们只会随
波逐流，他们没有必要去探索任何
东西。一切只需以个人的利益最大
化为目的，而不必去顾忌道德。这
种老于世故的“成熟人”，实际上失
去的就是人类本来应该有的天真。

——— 杨玉良(复旦大学校长)

新闻：一段行车记录仪记录下
来的场景：大晚上，一个碰瓷男在
路口准备找车碰瓷，看到一辆车开
过来，于是顺势倒车前面；对方车
子里面是个女司机，女司机不知是
没看到人还是一紧张，左右张望一
番，直接压过去了。(京华时报)

点评：碰瓷有危险，投资需谨慎。

新闻：近日，有媒体报道“百湖
之市”武汉要开挖市内最大的人工
湖，相关规划已经进入公示阶段。
消息一出便引起轩然大波，有人点
赞，但也有更多人吐槽。有网友直
言：近些年武汉一边大肆填湖，一
边又花钱挖人工湖，简直是瞎折
腾。(新闻纵横)

点评：不折腾的话，好处从何来。

赵传勇(福山区)

“顾客就是上帝”一直以
来被商家奉为行业宗旨，是赢
得顾客的不二法门，更是商家
财源滚滚的保障，但游客李先
生肯定感受不到自己是“上
帝”，因为自带食物去开发区
37度梦幻海水上乐园遭拒。一
方面是法律对此方面的模糊
不定，另一方面是“顾客的需
求就是商家的目标”的清晰可
见，孰轻孰重，何去何从？商
家真应该好好琢磨琢磨，细细
掂量掂量。

对此园方的解释是为了
保障游客用餐安全和防止水
质遭破坏，我觉得这完全是站
在商家自己的角度上考虑问

题，在里面用餐的确也可以让
园方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但
另一方面是不是也应兼顾“顾
客需求”呢？来者皆是客，把
顾客留下，让顾客满意才是硬
道理，而不是拿单方面规定限
制游客，因为如果顾客不买账
也就等于把顾客拒之门外，损
失的承担方里肯定也少不了
商家。

去各个景区里寻乐，游乏
了、玩累了，游客自然而然就要
补充水分和食物，大部分游客
也都会自带食物和水，虽然景
区里应有尽有，但令人望而却
步的价格却让游客吃不消。天
价食物和水似乎是所有景区
里惯有的现象，好在不是强
买强卖，所以大部分游客宁

愿累些麻烦些，也会水食自
备尽量少花些不必要的冤枉
钱。我想游客李先生肯定也
有这方面的考虑，所以我觉
得园方在为自己找借口的同
时，不妨从自身方面找一下
原因。如果园内的食物价格
公平合理，质量干净卫生，服
务又很到位，游客哪还会“自
寻麻烦”自备食物？所以如果
园方想要更多的人在园内就
餐，应该想方设法留住顾客
的胃和心，而不是拿园方规
定说事。而且即使顾客坚持
要带，也应适当通融，因为水
上乐园毕竟是以游乐项目为
主导，餐饮只是捎带的副业，
喜好应凭顾客自愿才好，急
顾客之所急想顾客之所想，

大开方便之门，喜迎四方来
客，笑纳八方之财，这才是精
明商家的明智之举。

有些游客的不自觉行为也
确实让园方头痛，就像水上乐
园的负责人所称：为了保护水
质才有此规定。但我觉得更妥
当的做法是加派专人巡视说服
劝阻游客为主，而不是一刀切
杜绝所有游客自带食物，况且
这种现象毕竟是少数，凡事一
概而论也易“伤”及无辜，有失
公允。

迎合顾客的需求，为顾客
大开方便之门，让顾客觉得自
己是真正的上帝，才是商家的
立足根本，如果顾客的利益和
商家有冲突，不妨想想“顾客永
远都是对的”这句话。

王作君(芝罘区)

前几天在逛幸福河市场
时，看到一位身有残疾的中年
男人拖着一个小音箱合着音乐
的伴奏在人群中引吭高歌。从
歌声中不时传出来的几声谢
谢，便知有市民伸出了援手。靠
他的嗓音潜质条件，我觉得参
加个好声音的选秀节目过几关
绝对不成问题。

无独有偶，在回来的路上
看到的这位，使用的手段堪称
是老套得掉渣。一位学生装扮

的少女跪在祥和市场的路口，
身前放着一张牌子写的无非还
是家庭遭遇怎样的不幸，希望
得到好心人同情帮助之类的
话，引得行人驻足观望。不知是
市民对这种骗人的把戏见得太
多早已司空见惯，还是少女将
自己的身世写得不够凄惨，笔
者在旁边观察了一会儿，没有
一位市民伸出援手。大热的天
头顶太阳晒着，下面柏油路面
烤着，跪在那里实在是一个遭
罪的活，见没有人上钩，骗子只
好收拾起自己的“行囊”悻悻离

开了。
记得以前在各种媒体的

曝光下，这一类的骗子已经
销声匿迹，可近段时间似乎
有死灰复燃的迹象。社会上
也有一些身残志坚的人，他
们不等不靠，自食其力，虽然
做的工作算不上“高大上”，
但靠自己的努力拼搏赚来的
血汗钱花起来腰板也直，照
样将自己的人生活得出彩。
相比那位专门骗人的少女在
得到市民施舍的同时，其实
也丢掉了做人的尊严。

如今随着科技的不断发
展，骗子使用的伎俩也在不断
更新。从最初的电话、短信诈骗
再到如今的微信、互联网，骗子
也是煞费苦心，变着花样来忽
悠引诱你上当受骗。广大市民
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遇到
各种骗局时要敬而远之，必要
时打电话报警。擦亮眼睛，更不
要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一点点
掉进骗子为你设下的陷阱，要
让他们彻底失去这种赖以生存
的土壤，从而来净化我们的生
存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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