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也不会否认课间十分钟对未成年人的重要性。但必须看到：不明晰的责任
分担机制恰是课间十分钟消失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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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消失的课间十分钟引发热
议。

无论是民间一些老师及家属的现
身说法，还是教育部门的非正式表态，
课间十分钟为何消失，答案最终都指向
了学生的安全问题。具体来讲，如有学
生在课间十分钟互相打闹受伤，特别是
比较严重的伤，则班主任、学校，甚至教
育部门都要面临家长的责难。相比学
习，玩乐在学校的价值判断中并不占有
很重要的位置。因此，与其承受学生打
闹带来的风险，不如要求课间不得打
闹。

如今，人们在网络上谈起课间十分
钟，总不免会想起美好的回忆，比如跳
绳、跳皮筋、扔沙包等等。但其实那个时
候发生的意外也有，打闹把牙磕掉了、
撤凳子弄伤同学等也不时发生。所以，
在讨论课间十分钟消失时，不应选择性
地忽视儿时发生过的意外。但是，为何
那个时候不存在因为意外而取消课间
十分钟?可能还是由于家长的权利意
识、法律意识提高了。以往磕掉颗牙，双
方家长商议赔钱的金额都不高，且班主
任具有很大权威，在班主任的调解下，
矛盾相对比较容易化解。

但现在不同了，社会收入水平上
升、家长知识水平上升，很多家长都
会认为“这不是钱的事儿”。另外，班
主任权威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也下
降了。假设如今发生一些比较严重的
校园事故，不仅不需要老师介入调
解，还要追究老师和学校疏于管理的
连带责任。

上述社会变化是课间十分钟消失
的主要背景。学校作为承压的一方，面
对“难搞”的家长、升高的矛盾化解成
本，就会缺乏让孩子自由奔跑、随性打
闹的动力。泛泛地看，还给孩子们课间
十分钟是正确的，但作为具体的主要责
任方，就不得不考虑成本，既包括时间
和精力，也包括金钱。

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在侵权关系
中，唯有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才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教育、管理职责
其实很宽泛，在今年3月公布的民法典
侵权责任编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稿中
也没有具体明确。因此，很容易把学生
在学校发生一切意外都包含进学校未
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就拿课间十分钟
来说，学生嬉戏打闹发生意外，若老师
不在走廊，也可以解释为学校未尽到管

理职责。法律尚不明晰，就必然导致裁
判尺度不一，使学校“多多少少”承担点
责任，而这实际上对学校来说是一种无
限责任。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虽然社会对把
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有普遍共识，可一
旦意外落在了某个具体学生头上，家长
恐怕还是得去找学校负责。

因此，要让学校把课间十分钟还给
孩子，光靠行政命令和舆论施压意义不
大，即便能在一定程度上让孩子有了休
息时间，那也是以加重一线老师负担换
来的，不值得提倡。关键还是在明确责
任分担机制，通过司法解释对“教育、管
理职责”作出详细规定，这样才能使学
校挣脱无限责任的束缚。在课间十分钟
的具体场景中，尤其要明确:若因其他
孩子调皮致使另一个孩子受到人身损
害，或者一个孩子自陷危险发生损害，
学校是否应当对此承担管理不力的责
任。

谁也不会否认课间十分钟对未成
年人的重要性。但必须看到：不明晰的
责任分担机制恰是课间十分钟消失的
根本原因。

据南方都市报

课间十分钟消失，根源在责任分担不明晰

“保交楼”补差价
别把业主的妥协视为理所当然

花几十万元购买的商品房，交付期限过
了3年仍未见到房子，如今还让业主补差
价——— 连日来，郑州市金水区郑东龙湖一号
问题楼盘项目攻坚化解工作指挥部发布的一
份“保交楼”处置公告，持续引发争议。

明明是开发商的责任，到头来却需要业
主和他们一起承担责任，太离谱。绝大多数旁
观网友当然也跟当事业主的态度一样，拒绝
补房款差价。只是，对于当事人而言，更多考
虑应该是“如何保证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非情
绪的输出。如果一定的妥协、退让，能解决当
前的困局拿到房子，这可能才是最好的、不得
已的选择。从现实来看，这其实已经注定了业
主要牺牲部分利益。

尽管业主可以牺牲利益，但攻坚化解工
作指挥部必须就方案背后的依据和原因作出
公正、合理的解释，极尽可能地把业主的损失
降到最低。假若房款补交了，又如何确保楼盘
顺利交付？假若不同意补交房款，退款的时限
和补偿方案业主能不能接受？于房地产监管
部门而言，业主的这份无奈、这份憋屈、这份
妥协不能视作理所当然，顶多算一个不得不
如此的结局。究竟是什么原因走到了这一步，
值得相关各方认真反思。 据红星新闻

复制两部古籍899元
图书馆收费不妨更人性化

近日，一名研究生在国家图书馆复制2部
古籍被收899元，引起网友热议。针对网友质
疑，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应
称，复印资料统一收费，目前没有针对学生群
体的优惠政策。

通过收费可减少部分读者对古籍的翻阅
量，起到更好保护古籍的作用。同时，古籍在
复印过程中本身就有人工成本付出及设备损
耗，收费也可补充这部分消耗。但是，公共图
书馆的收藏，一般都是国家的公共资源和财
富，具有较高程度的公益性。因此，公共图书
馆收费必须拿捏得当，最大限度做好古籍保
护与公益性的平衡。

收费标准太高，对大学生等特殊群体无
疑会产生一定的经济压力。为给这些群体“减
负”，不如在推动公共图书馆古籍电子化的基
础上，分门别类地收取古籍复制费。比如，各类
图书馆可根据古籍申请人的目的、使用范围、
复制数量等制定基准收费价，并依照公益性
使用优先、复制数量越多越优惠的原则进行
调整。总之，图书馆应立足公共利益最大化目
标，通过人性化方式对复制古籍收费，如此，
才能回归公共图书馆的本来功能。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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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野生景点
不能不计后果

据报道，最近，上海宝山区一湿地森林公
园外的吴淞口灯塔，火成网红打卡地。实际
上，该灯塔并非对外开放的景点，且在汛期涨
潮十分危险，近2公里长的堤坝会被潮水淹
没。近期，这里就发生过涨潮时游客被困灯塔
的危险事件。

近些年，找寻未开发的原生态美景、尝试
“探险式”旅游，似乎成了一种潮流。但是，如此
“探险”，代价往往是巨大的，不仅会对自己人身
安全构成威胁，而且会对生态环境等造成破坏。
野生景点伤人甚至“吃人”事件在多地频发，舆
论场上不乏呼吁公众防范风险、敬畏生命的劝
诫，相关方面也在试图去探索更科学可行的管
理措施。有人将这种现象归咎于网络博主的推
荐，认为平台应主动出击对推荐内容开展审核。
还有网友觉得，既然大家纷至沓来，有游览需求，
相关部门可因势利导将其改造成合规景点。

当下游客的文旅需求究竟是什么？景区和
文旅项目的设计是否精准对接了游客需要？文
旅工作者确实应认真思考旅游产品供给如何才
能更好适配公众出游需求。贵州村超、西安钟楼
合唱……近来“出圈”的地方文旅项目，让人们
看到了旅游的多种可能性。在类似的优质样本
里，或许我们能收获一些灵感与启示，找到更多
走出野生景点乱象的答案。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龙敏飞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近段时间，上
海年轻人“下完班、上夜校”的夜生活方
式在社交媒体中“出圈”。区别于20世纪
80年代的那波夜校潮，这届年轻人热衷
的夜校课程更丰富多元，从非遗技艺到
传统手艺，从运动健康到生活美学，有
的课程甚至“60秒内全部抢光”。

无论是非遗技艺还是传统手艺，无
论是运动健康还是生活美学……如今
都成为“夜校”的重要课程。这些内容从
功利化的角度来审视，都是“无用之
课”，若是在之前，肯定会被冷落，但如
今却备受追捧，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
入剖析。

仔细审视不难发现，年轻人之所以
热衷于上夜校，是因为他们在物质生活
得到满足后，对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追
求。从目前走红的课程来看，“夜校热”
的背后，有的是对艺术审美有更高的追

求，希望能更好地提升自我的艺术素
养；有的则是对高性价比课程的追求，
虽然一些课程有非遗传承人、工艺大
师、艺术院团专业教师等人授课，但收
费并不高，这很对年轻人的胃口；还有
的则是对自我治愈的一种追求，在一个
内卷的社会，很多人的工作压力并不
小，而沉下心来做一些事情，则可以让
心灵沉淀下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焦
虑、治愈压力、舒展心灵。

夜校的走红，是年轻人的精神需求
与文化传承发展的双向奔赴。可以预期
的是，夜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仅会
在上海走红，还会在其他地方走红，甚
至会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因为，相关的
课程，的确能治愈年轻人的心灵。同时，
夜校的走红，也是给政府部门出的一道
考题，让他们在搭建更好的平台，提供
更充沛、更高质量的公共文化服务上进
行深入思考，以便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
的需要，让丰富的都市资源、历史文化

资源等都能转化成为市民群众所用的
美育资源。

当然，虽然“夜校热”有继续蔓延的
趋势，但对地方政府来说，资源的放开
与扩大同样不能一窝蜂地涌上，而应充
分了解本地的市场需求，积极整合各类
资源，保证课程的质量与水平等，唯此，

“夜校热”才能与市场完美匹配。当市民
群众的艺术需求越来越高之后，政府部
门也应与时俱进，不断提供新的资源，
这对提升整座城市乃至整个社会的文
化自信、文明气质、艺术素养等都大有
裨益，理应做好做到位。

无论是从个人成长的角度，还是从
社会文明的角度，年轻人热衷上夜校都
是好事，都是社会进步的写照，而对政
府部门来说，则应蹄疾步稳地做好配套
工作，更好地保护这一社会现象，并让
其转化为推动文化自信自强的重要力
量。

投稿邮箱：qilupiglun@sina.com

年轻人“夜校热”背后是精神需求与文化传承的双向奔赴

葛来论

明星光环换不来消费口碑
近日，某明星因投资餐饮亏损上亿

元的新闻冲上热搜，不少网友在评论中
吐槽其名下餐厅“名气虽大，但菜品难
吃”。这家曾经爆火的餐饮品牌凭借简
约的装修、创意的菜品、明星的效应一
度门庭若市，但最终没能征服消费者的
味蕾，只得惨淡收场。

明星跨界餐饮早已不是新鲜事。据
媒体统计，近年来，陆续有数十位明星
投资或经营餐馆。从火锅、烧烤到奶茶、
面点，不少明星都把餐饮作为开启副业
的第一选择。这些餐饮品牌在明星热度
的带动下，备受市场关注。然而，令人唏
嘘的是，头顶光环的各式餐馆却频频遭
遇“翻车”，甚至陷入“短命”怪圈。

一些明星餐饮以失败告终，很大程
度上在于低估了餐饮业的经营难度。对
于消费者来说，菜品好吃、价格公道是
衡量一家餐饮企业的核心指标。看似简
单的诉求背后，却是对餐饮企业供应链

管理能力和经营服务水平的全方位考
验。综观餐饮业的知名品牌企业，无不
是经过长期摸爬滚打才探索出一套成
熟稳定的供给体系，并通过坚持不懈的
严格管理和创新突破，才经受住市场的
考验，赢得消费者信赖。可见，餐饮业的
门槛并不低，特别是对于想走连锁扩张
道路的餐企，要想确保餐饮品质标准
化、服务质量不滑坡，更是难上加难。明
星餐企由于缺乏专业的经营管理能力，
导致消费者体验不佳，无法形成稳定客
群，企业长期盈利水平自然捉襟见肘。

另外，个别明星餐企挣快钱的短
视行为也是造成其“一地鸡毛”的根
源。平心而论，明星借助自己的影响力
和知名度为企业打开市场、吸引客源
无可厚非，但如果只想着靠短期人气
实现流量变现，忽略了菜品的味道、服
务的品质，无异于舍本逐末。部分明星
艺人将门店交给第三方打理，并不参

与具体经营，这种“甩手掌柜”模式增
加了餐企的运营风险。频频爆出的无
证经营、食品变质、卫生堪忧、偷税漏
税等问题就是例证。此外，有的明星餐
企在打出知名度后迅速开启复制模
式，通过在各大城市“跑马圈地”赚取
加盟费，但运营管理等跟不上扩张步
伐，导致菜品质量和门店服务水平大
幅下降，甚至引发加盟商维权、合同纠
纷、拖欠工资等事件，过高的热度反而
加速了品牌的坍塌。

明星光环不是餐饮企业成功的“万
能钥匙”，置身如此竞争激烈的行业，只
有认认真真做菜、扎扎实实做事才是
留住消费者的王道。在消费者日趋理
性的大背景下，期待明星餐饮褪去光
环，用更用心的产品、更优质的服务赢
得市场认可，真正成长为一路长红的

“明星餐厅”。
据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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