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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负责人对网传“九年义务教育
升级为十二年制，中考将取消”
一 说 明 确 做 出 否 定 性 回
应——— 当前还不具备把高中
阶段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条
件，不可能将九年义务教育升
级为十二年制，中考需要的是
改革而不是取消。

这是一次必要而务实的回
应。作为民生领域的热点与痛
点所在，教育一直是舆论场上
的一大焦点。义务教育是否“升
级”，中考是否取消，这样关乎
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重大”问

题，不可能不引起广泛而密切
的关注。这份关注的背后，是人
们对义务教育“升级”的期
待——— 将高中三年也纳入义务
教育，可以减轻由此带来的经
济负担；取消中考，可以减轻由
此产生的升学压力。

这样的期待无可厚非。放
眼世界，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十
二年甚至更长的义务教育早已
是既成事实。即便是在国内，这
些年也已有不少地方开始甚至
初步实现了十二年制义务教
育。这一切都说明，人们对义务
教育的美好向往绝非异想天
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
有理由、有条件在义务教育方
面拥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不过，在达成这一目标的

过程中也须谨防急功近利。毕
竟，义务教育的“升级”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具备条
件”——— 不仅要有教育经费、师
资等各种教育资源的充足投
入，更要有基础教育的均衡发
展。即便在教育资源投入上能
有所保障，如果没有地区之间、
学校之间的相对均衡做“铺
垫”，义务教育“升级”也会事与
愿违——— 这种操之过急的“升
级”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
既有不平衡的加剧，还极易陷
入一种初衷虽好却难以操作的
尴尬局面。试想一下，如果普通
学校与重点学校之间的“鸿沟”
依然明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对高中阶段实施义务教育，并
取消中考，仅高中招生一项恐

就足以让“升级”陷入不知所措
的窘境。划片就近入学吗？这不
仅意味着对优秀学生的不公，
很难为向往优质教育资源的
家长们所接受，还会极大地
加剧现有的学区房乱象。按

“平时成绩”或“综合素质”之
类的标准录取吗？这无疑会陡
增许多更加有违公平公正的暗
箱操作。

义务教育的当务之急在均
衡发展。十二年制义务教育在
全国推行，急需一系列均衡的
基本达成——— 教育资源供给
与 高 中 教 育 需 求 之 间 的 均
衡，教育部以“加快普及步
伐”为高中教育的“主要任
务”针对的正是这方面的不均
衡；区域之间、学校之间的均

衡，以此基本解决优质资源过
于集中、教学水平差距明显
的问题；普通高中与职业高
中之间的均衡，如果我们的
职业高中能像大家津津乐道
的那样，拥有德国职业教育
那 样 的 专 业 水 准 与 社 会 地
位，中考的压力会小得多，义
务教育“升级”也会容易不少。
等诸如此类的必要均衡基本达
成之后，再来谈“取消中考”之
类的话题才不算“奢谈”。

当然，对均衡发展的强调
绝不意味着对义务教育“升级”
必要性的否定。在这个问题上，
既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又要
尽力而为积极作为。急于求成
固不足取，无限期地悬置这一
目标的不作为更不可原谅。

义务教育，当务之急在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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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出来的物种“灭绝”是一种耻辱

□江德斌

12月5日，世界自然保护联
盟（IUCN）官网宣布更新濒危
物种红色名录，其中，黄胸鹀

（俗称“禾花雀”）的评级从“濒
危”升为“极危”。“极危”，意味
着其野生种群面临即将灭绝的
几率非常高。红色名录写明了
评级提升的理由：迹象显示，该
物种数量总体下降速度超出此
前想象，并且在过去11年间呈
明显加速的趋势。在中国，为食

用而对禾花雀进行的非法诱捕
是主要威胁。

在2004年之前，黄胸鹀还
被列为“无危”，至今短短13年
间，经历了濒危等级从“近危”

“易危”“濒危”，如今到“极危”
的四次上调，速度之快，令人惊
诧。上一次引起大众关注的物
种灭绝事件，是“穿山甲公子”。
在年初“穿山甲公子”一事引发
舆情之际，公众才发现国内穿
山甲已经没了，现在连东南亚、
非洲的穿山甲都进入濒危行
列，究其原因，跟禾花雀的命运
一样，都与国人的滥吃有关。

同是 12月 5日，青岛电视

台报道了市民组团挖“海知了”
的事情。据网友和专家所言，所
谓的“海知了”是一种叫做“解
放眉足蟹”的生物，上世纪70年
代在青岛地域性灭绝，现在刚
恢复四年，它们对于沙滩有很
好的维护作用。“海知了”的遭
遇同样引发市民担忧，如此滥
挖滥吃，“解放眉足蟹”又要面
临地域性灭绝了。虽然“解放眉
足蟹”物种在其他地方还有，并
非全国性灭绝，但如果青岛的

“解放眉足蟹”再次被市民吃到
灭绝，恐怕也是一件极为悲催
的事了。

近年来，每当哪个国家出

现物种入侵危机，网上就会掀
起国人组团去吃的段子，甚至
扬言要将其吃到濒危、灭绝。虽
然只是不靠谱的段子，但还是
彰显出中国“吃货”的战斗力。

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诸
如牛蛙、福寿螺、罗非鱼等入侵
物种并未被国人吃灭绝，依旧
对我国本土物种造成危害，反
而是国内的很多物种，在“吃
货”们毫不忌讳的干劲下，一个
个被陷入濒危、极危，乃至于彻
底灭绝的地步。将一个一直生
存在同一座星球上的物种吃到
濒危乃至灭绝，这是一个非常
可悲甚至于耻辱的结局，我们

不应该为“吃货”的战斗力叫
好，却应该去检讨和反思，如何
将“吃货”的战斗力转换成保护
物种的动力。

总之，我们急需重新审视
我们的饮食文化、传统习俗，剔
除掉那些落后愚昧的观念，用
科学思维去看待物种资源，拒
绝做一个毫无底线的“吃货”。
政府亦要完善法律法规，严厉
打击滥捕滥吃野生物种的行
为，做好物种资源的“守夜人”，
让子孙后代还能看到它们。

葛一家之言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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