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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均衡背后不能靠成绩驱动
□刘铭

日前，东昌府区今年小学招
生已经结束。招生数据显示，有
的学校招生爆满，有的却不足一
百人，个别名校招生人数达到了
薄弱学校的 10 倍以上。城区一
所实力薄弱的小学可容纳 400 人
以上，但只报了几十人。(详见
本报今日C7 版)

高校生源大战已不是稀罕
事，而且越是名校间，生源之争
便越加激烈。不知从何时起，小
学家长也加入到了“名校”抢夺
战中，几乎像一场战争，其竞争

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年年高温的
高考。许多家长都想让孩子赢在
起跑线上，为让孩子上名校，有
的专门把孩子送到城区住，家人
专门进城陪读。

“我们也很无奈。”教育部
门的话透出目前教育的现状，为
均衡学生报名生源和教育资源，
采取薄弱学校并入名校的办法，
吸引学生回流。但现状仍旧是现
状，一所实力稍差的小学有 9 个
教学班，报名的学生却不足一百
人，另一所名校报名数超额三个
班的学生，人数超过稍差小学的
10 倍。

不得不说，这种过度竞争的
招生状态是不正常的，也许会滋

生许多弊端，侵蚀教育公平。更
何况，现在“生源大战”并非城
区独有，各县市小学都在上演
“争进名校”之战，反观有的小
学也在“抢老师”。当优质生源
和师资向一个地方集中，无疑会
加剧教育不公，学生的公平教育
权被剥夺。

争夺名校，说白了就是看重
名校的教学质量，让孩子能考出
高分，争取今后初中、高中乃至
大学都能步步为赢，而这一切都
离不开“成绩”。如此以来，就
会形成恶性循环：众多学生报名
所谓的名校，名校进而获得更多
的优秀生源，年复一年凌驾于普
通学校之上，随之获得的资源就

越多，名校越来越出名，反过来
又不断助长社会的名校情结，从
而让更多家长使孩子投至门下。
学校吸引力增强，学生和老师便
会纷至沓来，一个直接结果是，
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和教育资
源，分到更大的利益蛋糕。

原始的驱动力不除，指望学
校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是不现实
的。让教育回归本质，就得切断
利益的驱使，让学校回到竞争有
序的状态，把功夫下在教育质
量、教育服务上来。而这需要弥
补制度漏洞，推动教育均衡发
展。显然，这个担子不仅落在学
校身上，也落在政府和教育职能
部门的肩上。

物业经理给我们修水管

家住香岸雅居的李女士说，
小区物业周经理特别热心，水管
漏水水损高，居民们怨声载道，
他请来自来水公司人员检查后，
亲自拿工具去修，谁家东西坏
了，只要说一声，他都上门去修。
小区路坏了，他也带着工具上
阵。有一次，我要给他拍照片上
报纸，他连连制止：别让家人知
道了，我干这些都是份内的事
儿。这样的物业经理真好！

汽车被孩子弄成花脸猫

家住乐园小区的陈先生说，
最近小区里孩子都放暑假了，一
到晚上都出来撒欢，不知道谁家
的淘气孩子，把他的汽车上踢的
都是球鞋印，还有些小淘气们弄
上鞋印后，还画上几道，好好的
车成了花脸猫。希望谁家的孩子
谁能教育一下。

停水信息不准

摆了一客厅水盆

朝阳花园小区的张女士说，
7 月 12 日小区物业公示说 13
日停水，告知居民提前准备。看
到公示后，考虑到夏天用水多，
张女士回家后刷洗了所有的锅
碗瓢盆，全部装满水，摆了满满
一客厅，谁知道这两天供水都正
常，丈夫孩子又不在家，这一客
厅的水倒了可惜，留着用看着别
扭。

(记者 杨淑君)

“说水城事儿，拉百姓

理儿。”每周五的《海言阁》

又与您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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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野泳者的违规成本

2010 年 5 月，市有关部门出
台《关于规范整治东昌湖游泳秩
序的通告》，里面又这么一句话

“沙滩浴场之外的水域游泳者，
游泳晨练区域的晨练者，一切安
全事故由本人自负”。通告没有
规定处罚措施，对禁游区游泳者
相关部门只能劝导。为更好地管
理，应当增加禁游区游泳者的违
规成本。

只有禁止没有处罚，违规者
就像捡了便宜。就像一个孩子爱

吃糖稀，常拉肚子，大人管孩子：
“糖稀不干净，不许你再吃，否则
一切后果自负。”孩子就可能想：
吃糖稀拉肚子自负，顶多拉几次
肚子而已，没什么大的损失。没
有处罚措施，导致孩子“违规”成
本为零，就会屡禁不止。禁游区
游泳和孩子吃糖稀何其像！

部门执法要有依据，规定里
没有违规处罚，执法部门就无权
处罚。有关部门是否可以根据实
际情况，适当增加对禁游区游泳
的违规处罚条款，增加他们的违
规成本。

这样一来，违规者就会衡量
是否值得违规。处罚方式不一定
只是罚款，可创新多种处罚措
施，比如让违规者参加学习班，
或让违规者去值班监管禁游区
区域。总之，不能让违规者的违
规成本为零，否则就会出现“不
违白不违，违规也白违”。

(潘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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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天！五条命！鲜活生命因溺水而飘零。我们在为逝者扼腕叹息的同时，也会为他们的父母感
到心痛。然而，逝者已矣，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溺亡悲剧，才是值得每一位生者深思的。其实，这些
溺亡的人，还是不够珍惜生命。如果生命可以重来，你还会视生命如草芥？

为人父母有一种痛，那就是刚
刚还活蹦乱跳的子女，转眼间因下
水游泳再也没有回来——

7 月 9 日，运河博物馆南侧的东
昌湖一男子游泳溺亡。7 月 11 日，东
昌府区张炉集一男子到池塘游泳溺
亡。7 月 12 日，市区双力路和向阳路
路口附近，一男子到运河游泳溺亡。
7 月 12 日，高唐一名高一学生游泳
溺亡。7 月 13 日，临清戴湾镇一名 16
岁男孩游泳溺亡。这种痛对失去孩
子们的父母来说，将永远无法磨灭。

溺亡事故不断，仍有人前赴后
继。俗话说“淹死的都是会水(游泳)

的”，这句话的深意就是，溺亡者绝
大多数会游泳，他们自认为水性好，
肯定不会出事，往往因此麻痹大意
导致溺亡。

有人热衷野泳，“拼死”求凉爽，
是为了寻找刺激，殊不知刺激的背
后，是有高风险的：会不会突然抽筋
动不了？会不会呛水？游泳时一旦有
水吸入肺中，随即引起人体缺氧窒
息，一般 4-6 分钟即可致死！在没有
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还是慎重慎重
再慎重。

还有一种溺亡是因“见义勇
为”，下水救人结果两人都没上来。

我们不反对见义勇为，但遇到危急
情况时，一定要量力而行，一味的蛮
勇绝不可取。一般溺水的人，一旦抓
到救他的人，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会
拼命抓住你不放，这样往往会导致
俩人一起溺亡。要变“见义勇为”为

“见义智为”，做到救人而不伤己。
生命只有一次，在没有安全保

护设施的危险水域游泳是一种不负
责任的行为，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
也是对父母的不负责。野泳水域附
近往往并不缺少“珍爱生命，禁止下
水”之类的警示牌，但对生命的珍惜
最重要的还是要靠自己。 (王传胜)

海言阁

珍惜生命还要靠自己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市
民在户外活动的时间越来越
少，茶余饭后，出去溜个弯儿、
锻炼锻炼身体也成了一种风
尚，恰好身边有这么一片湖水，
岂不纷纷向往之？可当走着走
着，突然见到这么一堆裸泳的
人，返回躲避还是视而不见，都
让人纠结，真是好不尴尬！

诚然，我们不能粗暴地将
裸泳与黄色、淫秽这些字眼联
系起来，是有不少人认为这是

一种亲近自然的方式。景区湖
水清凉、空气清新、环境水质都
不错，游客可以全方位地亲近
自然，我们完全可以限定特定
的区域，大大方方地提出“裸
泳”的概念。也曾有人撰文，有
些国家还将裸泳作为拉近人与
人之间距离的一种方式。可是，
仔细想想，去东昌湖景区裸泳
的人们，有几个是怀抱着这种
想法去的？

其实，城市文明的实现，不
能单靠几句口号和几个部门的
倡导，而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行
动起来，传播城市文明理念，维
护城市形象，监督检举不文明
行为。

对待裸泳也是这样，只要
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自己不裸
泳，还能劝阻亲朋好友告别这
一不文明行为，距离整个城市
的文明才越来越近。

(杨淑君)

裸泳有悖城市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