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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撕书书减减压压””，，当当反反思思教教育育现现状状

5日下午四点多钟离校前夕,

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北校区内 ,考
生集体“撕书”“减压”，一张张纸
屑从教学楼里翩翩而坠。在学生
的一片欢呼声中碎纸横飞 ,与其
朝夕相处了三年已久的教材顷
刻间就这样“寿终正寝”，更有红
彤彤的鞭炮伴着学生们的欢呼
响彻校园。(《齐鲁晚报》6月6日
报道)

像这种“撕书减压”的闹剧

在每年的高考前后这个特定的
时刻，全国各地的高中都会有几
处轮番上演。前几天，就有媒体
报道：陕西长武六名高三学生撕
书减压时因老师出面制止而遭
到殴打。教材、书本俨然成了考
生的“眼中钉”、“肉中刺”,何其
罪过?原本是一个个天真烂漫 ,喜
欢学校 ,喜欢课堂的孩子 ,长大后
却被应试教育弄成了一个个“撕
书”之徒，制度的极端直接导致

人的心理发生了异化。
如果我们的社会和全体教

育工作者对这种极端现象熟视
无睹，不及时进行谨慎的反思，
甚至像某些人带着“欣赏”的心
态轻描淡写地称之为“有效减
压”，那么，枣庄市第十六中学北
校区的孩子们既不是“撕书减
压”的第一个，也更不会是最后
一个。

我们从小时候就接受这样

的教育，认同这样一个理念：知
识是人生的宝库，是开启人生智
慧之门的金钥匙。教材、书本本
来代表着知识与学问，我们每一
个人都应该表示出足够的尊重
和敬仰。但不知什么时候，我们
苦心经营的教育世界出现了断
裂与畸变，那些天真可爱的孩子
竟然对他们曾经获取知识的课
本充满了仇恨。在这样的教育环
境之下，孩子们的学习有何快乐

可言？究其原因，仍然是“唯分数
论成败”的幽灵在徘徊，我们选
拔人才的途径过于狭窄和评价
人才的标准太过单一。这不仅仅
是学生的悲哀，更是教育的悲
哀。

教育的改革任重道远，改革
的话题永无穷尽。让孩子们在快
乐中学习，在学习中成长，在成
长中快乐地成材，这是教育永远
无法回避的话题。

葛有话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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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杜绝垮塌事故发生 ,加强枣
庄市城市老楼危楼安全管理 ,住建
局将开展历时一个月老楼危楼安
全排查工作。(《齐鲁晚报》6月6日
报道)

近年来，从浙江奉化20年房龄
居民楼倒塌，到江苏常熟25年房龄
居民楼坍塌，“危楼”在全国范围内
已成热议话题。早有建筑专家直
言，20世纪建设的一批“快餐式”楼
房已进入“质量报废周期”。这些建
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及90年代前
期的老楼，不少都存在很大的安全
隐患：一是当时质量标准较低；二
是房屋产权几经变化，责任界限难
以厘清，很多问题久拖而难以解
决。

在枣庄，这样的老楼也不在少
数，因此，此次启动老楼危楼安全
排查工作，很有必要，也刻不容缓。

当然了，排查只是手段，整修
才是目的。这也就是说，排查隐患
容易，维修治理可能更难。老商品
房的开发商多数不好找。从理论上
讲，发现隐患，将组织房屋产权人
维修或动用已归集的房屋维修资
金组织代修。可这些老楼的住户多
数经济条件不好，房屋维修成本又
不是小数目，更不必说还牵扯众业
主的协调组织工作。比较可靠的资
金来源，是房屋维修资金。但对这
些老楼来说，其中一部分因为业主
当年并未缴纳，如今完全没有维修
资金可用；另一部分，可能在房改
买断产权时，业主缴纳了一些维修
资金，但那时的缴纳标准较低，即
使多年未用，其是否足够支付房屋
维修费用，的确是个问题。

楼房安全问题不是一天形成
的，解决起来也难以一蹴而就。但
不管怎么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希
望前期的排查工作能早日完成，为
问题的逐步解决奠定基础。

老楼危楼

要排查更要整修

最近鲜杏开始大量上市,根
据品质的不同,一斤杏可卖两块
五到三块五不等,不少市民购买
尝鲜。然而在峄城和山亭,一些农
户那里品质很好的杏一斤才卖
五毛左右,即便如此仍然难找销
路。(《齐鲁晚报》6月5日报道)

辛辛苦苦培育杏林，终于盼
来了丰收，而苦于销售乏力找不
到销路，导致一些山杏烂在枝头
无人问津。这样尴尬的现实，不
仅伤害了杏农的种植积极性，而
且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相对于报
道中两位农户鲜杏低价还难销

的情况,市中区各大商场内的高
价鲜杏反而卖得火热。鲜杏销售
的冰火两重天，其中缘由令人深
思。

其实，每年蔬菜丰收了，菜
农有卖菜的难题；瓜果丰收了，
瓜农有卖瓜的难题……解决这
些困难，光靠农民自己的能力是
不行的，政府职能部门适时地介
入与引导非常必要。只有政府职
能部门牵线搭桥，积极协调和理
顺各方面的关系，农产品才会走
出自己的成功营销之路。

笔者认为，政府职能部门应

引导农户积极地进行市场调研，
及时淘汰那些品质不佳，不受市
场欢迎的老品种，引进品相俱佳
销路畅通的新品种。第二，定期对
农户进行相关种植培育知识与
技能的培训，请相关专家深入到
田间地头面对面手把手地辅导。
第三，实施农超对接，将农产品
在第一时间摆到超市的货架上，
将最新鲜的农产品呈现给市民。
这样不仅有效解决了农产品销
售的难题，而且还会因赢得广大
消费者的青睐，最终顺利地打开
销路。最后，政府除了制定多种

惠农政策之外，还可以积极组织
一些涉农活动。例如，桃花杏花
开了可以开办赏花节，果子熟了
可以组织亲近自然的采摘活动，
还可以进行农产品评比活动，脱
颖而出的优秀产品给予大力宣
传和一定资金的奖励。

如果政府职能部门能够积
极引导与扶持，那么广大农户
的种植就能逐渐形成规模化，
最终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本土农
产品经营品牌。到那时，农户何
愁自己种植的农产品卖不出去
呢？

鲜鲜杏杏卖卖不不出出去去，，政政府府该该想想想想对对策策
冯勇

冯燮

农农村村留留守守儿儿童童更更需需要要关关爱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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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通行行半半年年无无照照明明灯灯岂岂能能旁旁观观
庄利梅

解放北路公铁立交已于
2013年11月6日开通启用 ,该条
路属于城市主干道 ,下穿枣临
铁路解放路立交桥 ,其道路开
通后也给市民增添了几分靓
丽。但令市民感觉不便的是,该
道路自开通之后却一直没有道
路照明灯 ,导致夜间经常发生
车辆碰撞和市民摔倒的情况。
(《齐鲁晚报》6月6日报道)

公铁立交作为城市交通干
道，其担负的交通任务必定繁
重。特别是夜间通行，道路照明
灯对过往车辆的行车秩序与保
障市民人身安全都会起到至关
重要的作用。但这样一条与市
民生命安全息息相关的城市主
干道，竟然通行半年依然没有

照明设施，对过往车辆及周边
市民的出行造成了巨大的安全
隐患，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记者实地调查时注意到 ,

因为位于小区的拐弯出口处 ,

西侧北面的防护柱已被撞得弯
曲。“这个防护柱才更换没多
久 ,之前那个防护柱因为多次
碰撞已经被撞断了。”居民李老
先生说 ,这条路自从开通之后
就没有安装照明灯 ,不熟悉道
路的人经常摔倒。

既然市民的出行安全已经
受到了威胁，为什么有关部门
却视而不见呢？这本应不是问
题的问题颇令人费解。当记者
联系到市政工程管理处路灯所
时 ,工作人员称 ,对于解放北路

公铁立交的无照明灯的问题他
们已经向上级公共事业管理局
申请 ,但暂时因为资金的问题 ,

所以导致照明灯无法安装。但
面对巨大的交通隐患，安装照
明灯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相关
部门久拖不决的理由。

一边是市民出行安全受到
威胁；一边是相关部门因资金
短缺无法安装照明灯。事情发
展到这一步，似乎进入了僵局。
如今 ,在枣庄市城市建设日新
月异、蒸蒸日上的现实情况下,

打造“实力枣庄，宜居枣庄”的
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而通行
半年却没有及时安装照明灯，
相关单位的工作效率与责任意
识，显然与枣庄城市发展的火

热基调格格不入。
半年来 ,解放北路公铁立

交因缺失交通照明灯对无辜市
民造成的伤害屡屡发生，这让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了城市
管理的短板和漏洞。但作为城
市管理者的神经有时候依然粗
疏甚至麻木，不能绷紧安全责
任的弦。“有钱修路，却没钱安
装路灯。”像这样的城市管理问
题 ,需要职能部门真正拿出智
慧和管理的责任，积极协调有
所作为，尽力排除工作中的一
切困难与障碍，妥善处理这一
近乎“搞笑”的现实冷幽默。让
路灯在车水马龙的街头尽快亮
起来，就是对工作最大的负责，
对市民最好的交代。

从 5月底开始就己进入
小麦收割时节，为了能让离
家相对较远的学生及部分留
守儿童按时吃上午餐，5月30

日，峄城区吴林镇坝子小学
新建的餐厅开始营业。（《齐
鲁晚报》6月3日报道)

现如今，随着农业产业结
构的调整和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建设，农村中很多人外出务
工创业，常年在外不能在孩子

们的身边，而他们的子女留守
在家里面由老人照顾。平时在
校学习期间还可以在学校里
面受教育，如果赶上三夏大忙
季节或者到了寒暑假期间，看
护的任务就更重了。

留守儿童的数量目前还
真是不少，他们在受教育，生
活环境和自身发展等方面面
临着诸多问题。目前正值农
忙季节，家中的小麦需要收

割，长辈们忙得更是不可开
交，这就给留守儿童的教育
和看护带来很多现实问题，
应当引起社会的关注。

为了给农村留守儿童以
更多的关爱，全社会都应伸
出援助之手。例如农村的村
委会应常派人去了解留守儿
童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在生
活 上 给 他 们 力 所 能 及 的 关
照，让他们生活的更好一些；

城区学校的学生可以由老师
带队组织去农村，给那里留
守的儿童结对子，既让留守
儿童得到了关爱，也能帮助
城里孩子了解社会，了解农
村，同时学到一些留守儿童
的优良品质，相互取长补短，
共同成长。当然也要发挥社
会团体的力量去关爱留守儿
童，让他们健康成长。

（戴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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