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0月31日 星期二

编辑：王学钧 组版：刘燕A02 评论

有的同学等不及轮流使
用的铁锹，手脚并用地在芋头
大叶子下刨土；有的兴奋地坐
在播种拖拉机上摸这摸那；有
的推着满载稻穗的独轮小车
高声欢唱；有的蹲在煮红薯的
大锅旁煽风生火，被烟呛到咳
嗽也不愿离开；有的端着一盆
牛奶蹲在牛舍旁，充满爱心地
喂食小牛……来自北京市初
中学生“学农教育”实践活动
现场的这组“镜头”经由媒体
曝光，感动了许多人，人们一
边憧憬着迷人的田园风光，一
边重拾起中小学生社会实践

的这一“古老”话题。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

校。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相
当一部分中小学生堪称“四体
不勤五谷不分”，对农业生产
和农村生活一无所知。在这种
背景下，北京市两年前推出初
中学生“学农教育”实践活
动——— 有计划地安排各校初
中学生到学农基地接受为期
一周的集体学农教育，让孩子
们在亲近自然亲历稼穑的过
程中，充分释放课业压力，真
切了解“三农”品味人生。从这
个角度来看，“一周的学习，影
响学生一生”，人们对“学农教
育”有着这样的期许与评价并
不为过。

作为中小学社会实践方
式，这种“学农教育”具有显著

的示范作用与象征意义。“学
农教育”所针对的问题在其他
城市同样存在，甚至可能更
严重。客观上，北京市推行

“学农教育”其实是一次对其
他城市的率先垂范，其他城
市完全可以参考甚至照搬北
京市的做法，在本市范围内
开展自己的“学农教育”实践
活动。

当然，相比于实践方式上
的示范作用，“学农教育”的象
征意义更值得引起足够重视。
说到底，“学农教育”的根本诉
求并不在“农”，而在于借“学
农”开阔视野，涵养性情，提升
综合素质。在这种意义上，“学
农教育”其实只是众多拥有同
样诉求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一
种——— 除了“学农”，需要“学”

的还有很多很多。“学农教育”
的开展及其带给人们的惊喜，
更大程度上不过是再一次向
深陷应试教育困境的人们宣
告了这样一则常识——— 教育
是全人的教育。在这个日新月
异气象万千的时代，除了一如
既往地紧跟学科知识更迭的
步伐，我们的孩子更需及时补
足综合素质方面的短板，我们
的教育更需下足综合实践活
动方面的功夫。

对此，教育部门其实早有
洞察。在2001年教育部印发的
基础教育课程教育改革纲要
中，“综合实践活动”已被拉进

“课内”，“上升”为与学科课程
并列的一门中小学必修课。随
后，各地中小学也陆续开始了
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是，总体

来看，尝试的结果并不理想，
在很多地方、很多时候，“实践
课”处于一种零散、随意、走过
场的状态。

可喜的是，针对这一现
状，教育部日前印发《中小学
综 合 实 践 活 动 课 程 指 导 纲
要》，对包括课程内容、活动方
式、规划主体、经费保障在内
相关事项做出强有力的“顶层
设计”，明确要求各地中小学
从学生的真实生活和发展需
要出发，从生活情境中发现问
题、设立主题，引导学生通过
考察探究、社会服务、设计制
作、职业体验等多种方式开展
实践活动，全力开好“实践活
动”这门旨在培养学生综合素
质的必修课。让我们期待这一
理想目标如愿达成！

“学农”是生动的社会实践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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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款名为“现金贷”
的小额、短期线上金融产品引
发广泛关注和质疑，无牌照滥
放贷款、动辄500%的超高利率、
暴力催收、泄露用户隐私等行
业乱象不断爆出。针对现金贷
规模扩张迅猛，央行金融市场
司司长纪志宏日前表示，下一
步将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
则，实施穿透式监管。

在金融类APP上，小额现金

贷款业务是当之无愧的“网红”，
甚至无处不在的广告链接，也能
随时把你引流至“3秒完成借款”

“凭身份证1分钟申请”等处。
随借随还，要借不难。“现金

贷”之所以引人注目，不是因为
挣得彼此盆满钵满，也不是因为
个别人反市场的狂言，而是因为
其疯狂扩张中的癫狂乱象。

一则，收益早就僭越了法
律红线。按照最高法的司法解
释，借贷双方约定利率超过年
利率36%，则超过部分的利息
应当被认定无效。尽管蚂蚁网
商贷、京东金条等年利率在
14 . 6%至18 . 25%之间，但更多

小规模的消费分期、现金平
台，年利率却高达令人咋舌的
1 1 0%。业内的说法是，“年化
利率别说是500%，甚至1000%
的都有。”

二则，无规则且放任风险。
“我的地盘我做主”，各种霸王
条款的格式合同比比皆是，前
期高收费、后期高罚息，加之暴
力催收兜底，跟黑帮电影里的
高利贷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差
别。专家分析说，“月收入在
5000元以下的网民中，至少2 . 4
亿人没有信用卡，他们全都是
现金贷的潜在用户。”囿于征信
系统的不够健全，多头借贷等

风险亦是频频发生。如果“现金
贷”企业越做越大而用户风险
也滚雪球般越积越大，最后崩
盘的伤害，恐怕就不仅是借贷
双方的金融关系了。

这个市场，眼下已经庞大
纷杂到监管不得不“关照”的地
步了。统计显示，我国现金贷整
体规模在6000亿元到1万亿元
之间，2017年前7个月全国短
期消费贷款新增1 . 06万亿元，
是去年同期的3倍，其中很大
一部分就是现金贷。初步估
计，现金贷平台至少有 2 0 0 0
家，不少是此前的P2P公司转
型而来。今年4月份，银监会发

布《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
的指导意见》，首次将“现金
贷”纳入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
整治范围。10月28日，央行亦
表态要落实“所有金融业务都
要纳入监管，任何金融活动都
要获取准入”的基本要求。

“现金贷”不是洪水猛兽，
但如果只剩下“高回报风口”的
大旗猎猎作响，迟早会沦为“不
作不死”的典型。一句话，“现金
贷”莫要成为网络化的高利贷，
而监管也该早日对其间的灰黑
空间重拳出手了。

莫让“现金贷”成了网络化的高利贷

葛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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