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破“唯分数论”整治校外培训机构
代表委员聚焦教育的“高质量”和“公平”积极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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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唯分数论”
深化教育评价改革

“学生没有分数，就过不了今
天的高考，但孩子只有分数，恐怕
也赢不了未来的大考。”3月7日
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
第二场“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
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
唐江澎的一席话引发热议。

减负难，难在“唯分数论”的
指挥棒上，这已成为不少代表委
员的共识。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
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直言，造
成这种局面的成因很复杂。“现
实中，唯分数、唯升学情况严
重，导致中小学学生厌学、家长
焦虑、学校无奈。”

这一现象并非少数。民进中
央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陶凯元委员在3月8日政协大会
发言指出，调研发现，高达81%的
教育工作者认为青少年学生心理
问题与学业竞争有关系。缺觉已
是全国中小学生老大难问题。“只
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多考一
分，干掉千人”是写照。中国学生
学业压力大、生活满意度低。外界
过度竞争带来的焦虑，传递给青
少年。

令人欣喜的是，“深化教育
评价机制”写入了今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这为教育领域改革
指明了方向。

在山东，“深化教育评价改
革”也列入了全省教育工作重
点。据《中共山东省委教育工委

山东省教育厅 2021年工作要
点》，今年将贯彻《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聚焦

“五个主体”评价改革重点，抓
好工作清单任务落实，加大培

训宣传解读力度，遴选开展试
点，适时评估督导考核。

整治校外培训机构
用好“黑白名单”制度

当前，“校外培训机构乱象”
等问题，也是代表委员关注的焦
点之一。

近年来，受利益驱动，种类繁
多的校外教育类宣传广告层出不
穷，其中夸大事实、虚假宣传、庸
俗低俗等内容屡见不鲜。

“放学后午晚间和学校无缝
对接，周六日早午晚流水线轮班
换，寒暑假全天候全时段开班；一
对一、一对二、一对多，小班式，大
班化……”全国人大代表、临沂大
学生命科学院院长王学斌指出，
目前基础教育的课余，几乎被各
种各样的培训机构“垄断”，这些
培训多以找解题套路为学习的目
标，将教育完全引向商业化，教学
引向套路化，学习引向刷题化，评
价引向应试化，学生学业负担和
家长经济负担成为压在就学子女
家庭的两座大山。

如何破解培训机构乱象呢？
从顶层设计上，王学斌认为，急须

明确的法律规范来加强对各类培
训机构的监管。比如，针对教育类
广告设立专门性法律、法规、细
则，使内容审查和监管更加有法
可依、有章可循。同时，组建专门
的教育类广告管理机构。

据了解，“整治校外培训机
构”是2021年山东教育工作要点
之一。山东提出，今年将实施课堂
革命，降低学习难度，严禁超纲教
学，推行等级评价。推动课后服务
提档升级，将课后服务从小学延
伸到初中。探索高中学校以购买
社会服务方式，开展艺术特长生
校内辅导。用好信息公开、“黑白
名单”等制度，严格规范校外培
训。加大联合执法力度，严肃查处
唯利是图、师德失范、虚假广告等
行为。推广《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
务合同》，加强培训机构信用体系
建设，建立培训机构依法办学“倒
逼机制”。

孩子教育不仅是学校的工
作，更需要家长、社会的支持与配
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在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
临沂北城小学校长张淑琴看
来，叫停家长批改作业是明确

最基本的家校职责边界，是回
归教育本意，办人民满意教育
的重要举措。

在教育“公平”上
迈出更大步伐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在
教育公平上迈出更大步伐”。那
么，在教育公平的落实上最大的
障碍、关键的难点在哪？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
张志勇指出，要在解决教育短板
上狠下功夫，推动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高度重
视普惠性学前教育供给、“县中”
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短板问题。

张志勇认为，要建立高质量
教育体系公共财政保障机制，各
级政府应坚持民生支出只增不
减，持续加大教育投入，确保教育
投入力度不降低。

张淑琴建议，支持革命老区
职业教育振兴发展，面向革命老
区实施专项招生计划，推进高职
学校、技工院校建设，实施省部共
建职业教育试点。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从人民
群众最关切的问题入手。今年政
府工作报告直接回应了教育公平
问题。报告提出，在教育公平上迈
出更大步伐，更好解决进城务工
人员子女就学问题，高校招生继
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倾斜
力度，努力让广大学生健康快乐
成长，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
的机会。

据了解，山东将“促进教育公
平协调发展”写入省政府工作报
告。今年省级财政教育投入增幅
超过10%，启动实施第四期学前
教育行动计划，实施乡村教育质
量提升支持计划，加大“1551”高
水平大学和学科建设。这是自
2015年治理“大班额”问题以来财
政投入的最大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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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期间，山东团代表肩负人民期望
和重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
烈的使命担当，认真履行宪法和
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提出议案
建议。

到大会主席团确定的代表
提出议案截止时间，山东团代表
共提出议案 1 2件，其中 1 1件涉
及法律的制定或修改，1件涉及
监督方面的事项。到提交建议
截止时间，山东团代表共提出
建议 541件。这些代表建议涉及
经济建设方面143件，占到26 . 4%；
城乡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108件，
占到20%；社会建设方面234件，
占到43 . 2%；法治建设方面56件，
占到10 . 4%。

据悉，代表们立足新发展阶
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
展格局，紧紧围绕党和国家重大
决策、重大战略积极建言献策。
比如，围绕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新经济新业态培植壮大，提出建
议65件；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区域协同发展，
提出建议25件。坚持人民至上，积
极当好民声民意传递的“信使”，
提出许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意
见建议。比如，针对教育高质量
发展、思政教育入课堂、校外培
训机构规范等，提出建议53件；针
对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安
全等，提出建议46件。

山东团代表提交
议案12件建议541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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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
大代表、济南阳光大姐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卓长立建议
家务劳动教育进校园，将家务劳动
作为“家庭作业”内容，让家务成为
孩子每周的“必修课”。

“很多家长认为不能让孩子
再像自己当年一样‘吃苦’，把所
有家务包揽下来，孩子很难体会
到生活的不易，对成长不利。”卓
长立说，当前家庭缺乏对劳动教
育的认知和对孩子的训练。家长
把孩子当作掌上明珠，舍不得让
孩子参加劳动，一味追求学习成
绩。学校也缺乏对劳动教育的引
导和实践，劳动教育课没有得到
应有的重视。

在她看来，中小学劳动教育
最方便、最有效的载体就是家务
劳动。实践表明，做家务的孩子和
不做家务的孩子，在动手能力、服
务意识、性格习惯和创新能力方
面都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为此，卓长立建议把家务劳
动纳入劳动教育课，作为学校劳
动教育的重要内容。将家务劳动
作为“家庭作业”的一项内容，让
家务成为孩子每周的“必修课”。
同时，组织中小学生定期到家务
劳动基地进行劳动实践，掌握家
务劳动的正确方法，激发学习家
务劳动的兴趣。

全国人大代表卓长立建议

家务劳动进校园
作为家庭作业布置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
教育”，“努力让广大学生健康快乐成长，让每个孩子都有
人生出彩的机会”，暖心又给力。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唯
分数论”指挥棒下孩子减负难、校外培训机构乱象、城乡教
育差距等教育领域的问题广受关注。代表委员们聚焦如何
实现教育的“高质量”和“公平”积极建言献策。

不建议年轻人戴美瞳，国产人工角膜将投用
全国人大代表史伟云：所提建议两天两上热搜，突然受关注很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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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时间上网娱乐
不知啥是热搜

“这两天他们跟我说我在网
上的点击量好几个亿，我很意
外。”这是史伟云跟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说的第一句话。他说，
平时他的时间和精力多数都花在
医疗和科研上，很少有时间上网
娱乐，他甚至都不知道啥是热搜，
也对网红毫无概念。之所以接受
媒体采访，他觉得可以利用这个
机会把自己的观点说出去，让更
多的人了解，进而推动相关问题
的解决。

对史伟云来说，这次引起那
么大的关注确是始料未及。3月7
日，在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了一个
关于近视的问题：“近视之后应该
怎么办？是戴眼镜还是戴隐形眼
镜，哪个更有利？”史伟云说，在他
长期的行医生涯中，曾经并且至
今仍在遇到不少因为戴美瞳（实
际上就是戴色彩更美观的隐形眼
镜）而眼部感染，对眼角膜带来不
可逆伤害的案例。他觉得有必要
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给大家一个

善意提醒，于是就说出了“不建议
年轻人戴美瞳眼镜”的话，没想到
那么多人关注。

5年磨一剑
研制国产人工角膜

在史伟云看来，他个人更看
重的是当天采访中提到的另外一
个消息：国产人工角膜有望在今
年上半年投入临床使用。当然，这
个消息也在昨日冲上了热搜。

“这个是真正的福音，给全国
50万角膜盲患者带来了复明的
希望。”史伟云介绍说，因为角膜
原因失明的患者也有很多种类。
有些人通过移植人类或者动物的
角膜获得复明的希望。但也有部
分因为严重烧伤或者是个人免疫
力严重缺陷导致的失明，无法移
植人和动物的角膜，想要复明只
能依靠人工角膜。

史伟云介绍，目前全世界范
围内能生产人工角膜的只有美
国，同时美国也禁止人工角膜出
口到中国，根据他的估计，中国大
约有50万终末期角膜盲患者因
为没有人工角膜无法复明。

2016年，史伟云带领的团队
开始进行人工角膜的研究。目前，
他们研制的国产人工角膜已经进

入临床实验，今年6月份就有望
临床使用。

是技术大咖
曾获山东科技最高奖

今年的两会上，史伟云还提
了一个关于建立完善人体（器官）
捐献登记系统的建议。作为第二
大器官移植国，我国每年成功移
植器官6000例以上，但是这个数
据距离临床实际需求仍有很大的
距离，而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着
登记系统不完备等问题，基于此，
他建议在医院、学校等公共机构
设置器官登记点，建立完善便捷
的器官捐献登记系统，结合人像、
声音、指纹等即时身份识别技术，
开展人体捐献意愿登记。这条建
议在齐鲁壹点发出之后，也引发
了广泛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史伟云是国
内顶尖的眼科角膜名医，每年的
手术量超过1500台。在医生的身
份之外，史伟云还是一名优秀的
科技工作者，先后荣获“泰山学者
攀登计划”专家、山东省有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专家，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等。在2018年，史伟云还
荣获了当年的山东省科学技术最
高奖。

国产人工角膜有望上半年用
于临床，不建议年轻人戴美瞳。
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
代表、山东省眼科医院院长史伟
云所提的这两条建议经媒体报道
后，两天两上热搜，受到媒体和网
友的极大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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