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 年，湖南湘乡市育才中
学发生踩踏事故，导致8名学生遇
难，26 人受伤；2017 年，河南省濮
阳县第三实验小学发生一起学生
踩踏事故，造成 1 名学生死亡，20
名学生受伤……这种校园拥挤、
踩踏的悲剧频发，让人痛心。面
对一次次重演的血的教训，人们
不禁要问，学生踩踏事件何以警
钟常鸣，却鸣而无效？

就武陟县这次悲剧来说，官
方通报提到了事发于“期中考试
间隙如厕时”，那么“考试间隙”有
多长，是不是够两个年级孩子从
容地上完厕所？校内管理是否精
细，有没有考虑其中瞬间人流聚
集的风险？有没有人时时提醒

“慢一点没关系，安全第一”？如
果学校多给 5 分钟、10 分钟，让孩

子能够有更加从容的时间上厕
所、下楼，是不是这样的悲剧就能
够避免？不合理的作息安排、不
人性化的时间规定，走廊、过道过
于狭窄的建筑设计短板，以及监
管不到位的问题，能不能从根本
上得到纠治？

痛定思痛，亡羊补牢。校园踩
踏，相关安全教育和安全演习必须
要真实有效，不可走过场、流于形
式。富有实效的安全教育和安全
演练，能让学生在拥挤、紧急情况

下采取应对踩踏事件的相应措施，
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不至于因情
绪恐慌而造成更大的伤亡；学校要
对踩踏事件易于发生的时间、地
点、学段了如指掌，并对校舍缺陷、
设施破损、管理粗放、应急不足等
问题进行切实整改；要科学规划行
止路线、合理设置作息时间、安全
有序开展活动、低龄全程监护引
导、建立安全监管制度、有效制定
活动预案和及时进行安全警示提
示，从源头上进行防控。

校园安全责任重大，学生安
全大于天。作为学校，要切实加
强对于学生的安全教育和校园安
全隐患的排查与整治，提高对安
全隐患预判和应对突发情况的能
力；家长应当在日常生活中教育
孩子如何保护自己，学生应该增
强自我保护意识和提高自我保护
能力；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当重视
校园安全问题，为学校提供更多
的支持和帮助。

这起河南武陟中学踩踏事
件，给我们再一次敲响了警钟。
我们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
生。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行
动，加强校园安全管理，提高学生
的安全意识，保护每一个孩子的
生命安全，这是学校、家长和社会
的共同责任。

□□许华凌许华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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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12日举行的“e起首
护”《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普
法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上，首都互
联网协会发布了《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行业自律倡议》。

随着我国第一部专门性的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的正式
公布，国家有关部门和各地都掀起
了一股普法宣传热潮，为的就是

在2024年1月1日前做好充分准
备，确保正式实施就能铿锵落地。

毫无疑问，任何一部法律法
规的出台，绝不是博看点卖吆喝
或者自娱自乐，相反每一个章节
和条款背后，都有着深刻的教训
和现实的诉求。事实上，《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正式发布
前，2020 年 10 月 17 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就已第二次修
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
护法》，其中第五章专门就“网络
保护”立出17条法律条款。

然而，互联网领域发展是迅
猛的。据统计，截至2023年6月，
我国网民规模已达 10.79 亿，其
中 未 成 年 网 民 规 模 就 已 突 破
1.91 亿。这充分说明，互联网与
未成年人领域的交融面愈加广
泛和深入。也不可否认，近年来
未成年人安全合理使用网络的
意识和能力不强、网上违法和不
良信息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被滥采滥用、
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等问题，
不仅成为了社会的焦点、家校的
痛点，也成为了广大青少年成长
成才的堵点。

如此形势下，亟待聚焦这一
特殊群体，通过立法加以制度性
解决。也正是如此，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框
架下，出台一部专门针对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的条例，更加具体、
详实、全面地规范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工作，显得尤为迫切、必要
和明智。

十年磨一剑。自 2014 年未
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纳入国务
院“2014”立法计划以来，历经十
年的筹谋和雕琢，终于在今年10
月正式公布，明年 1 月 1 日起实
施。7 章 60 条内容，条条紧扣形
势，章章剑指问题。应该说，此
次立法，是领域的大治理、问题
的大起底，也是诉求的真回应、
保护的新起点。比如，细化网络
游戏实名制规定，要求网络游戏
服务提供者建立完善预防未成
年人沉迷网络的游戏规则，对游
戏产品进行分类并予以适龄提
示；要求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
不得在首页首屏、弹窗、热搜等
重点环节呈现可能影响未成年
人身心健康的信息，等等。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善治是
良法的目的。未成年人是祖国
的花朵、未来的希望。为未成
年人构建一个清朗、健康和积
极的网络生态，关乎青少年成
长和家庭幸福，关乎社会发展
和国家兴衰。综合性立法的关
键在于涉及诸多责任主体，核
心在于体现综合性社会效益。
期待，条例即将实施之际，各相
关方面能够深刻把握立法的初
心和意义，对照章节条款扛起
这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在
新的起点更高标准做好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工作，佑护他们更
好地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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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学校停办的现实困境正视学校停办的现实困境
日前，始建于 1953 年的公办

学校安徽省宿松县河塌乡油铺小
学，因“招生不足十人，教育成本
过高”，于 2023 年 9 月份作出停办
决定。

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城乡
二元结构愈加明显，人口由乡村
流向城镇，乡村空、城镇挤，加上
人口出生率逐年下降，乡村学校
日渐凋零，城镇学校大班额、大校
额日渐突显，这是经济社会发展
过程中出现的必然问题。招生不
足十人的学校发出停办公告，实
质上，正是一些乡村学校面临的
困境。

推进城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保障教育的公平，让每一个孩
子都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服务。
这是国家的教育政策导向，近年
来，国家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
发展督导评估，以及优质均衡发
展督导评估，以督导评估为杠杆，
尽力缩小城乡办学差距，推进教

育均衡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乡
村小规模学校的出现，却为基层
教育带来不可逾越的现实难题。
既要教育公平，又要教育质量，既
要教育均衡，又要办学效益。对
于小规模学校如何定位发展，需
要政策的定力，更需要积极稳妥
地处理。

在相当一部分乡村学校，生
源仅有几十人，生源少，教师数量
相对不足，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满足了人民群众在家门口上学
的需求，但要解决上好学问题，
却并不那么简单。小规模学校，
教师教研活动开展困难，专业发
展劲头不足，教育管理难免松懈，
教育质量很难得到保证。这样的
学校办学成本与办学效益明显不
成正比。

要解决小规模学校问题，单
纯 的 保 留 与 硬 性 的 撤 并 ，都 不
能 达 到 理 想 的 效 果 。 事 实 上 ，
无论撤并也好，保留也罢，都需

要 寻 求 有 效 的 出 口 ，保 证 小 规
模学校办学质量与办学效益的
稳步提升。

今年 6 月份，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
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指出，科
学制定城乡学校布局规划，进一
步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办好必
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全面推进
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这是国
家的教育政策导向。面对人口
城镇化流动趋势，需要加速城乡
学校布局，优化城乡教育资源，
通 过 资 源 的 优 化 ，提 高 办 学 效
益。但这种优化必须建立在尽
可能满足乡村教育的需要，必须
以保证教育公平为前提。对于
优化教育资源后的小规模学校
学生上学问题，一方面，通过办
好乡村寄宿制学校，为远距离学
生提供食宿服务，解决学生家长
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对于偏

远山区，交通不够便利，也应视
情况保留必要的小规模学校，提
供更多资金、资源、师资的支持，
满足学生上学的需要。

由此可见，解决小规模学校
生存的困境，需要建立统整思维，
从区域教育资源布局优化入手，
从立体式教育保障着眼，撤并小
规模学校，必须让学生能够获得
更好的教育资源，如此，才能保证
教育的公平。当然，要解决这一
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大财政投
入，办好区域乡镇中心学校，提供
寄宿制条件，或是实施区域校车
运营机制，让学校虽远，但学生上
学并不困难。

总之，政府以及教育主管部
门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小规模
学校问题，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真正践行
为人民服务，让每一个学生都能
享受到更有质量更加公平的教
育，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梁梁 好好

□□张学炬张学炬

“只给交费的 11 名同学讲解答
疑和批改作业，也只给这 11 人提供
零食，其他 32 位同学只能眼巴巴看
着……”近日，浙江温州市平阳县某
学校一名二年级学生家长在网络上
实名举报班主任在校托管期间开展
有偿服务。11 月 14 日下午，平阳县
教育局机关纪委的工作人员回复纵
览新闻记者，教育局已成立专班，目
前正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如情况属
实会对涉事老师依法依规处理。（11
月14日《燕赵都市报》）

教师从事的是立德树人的事业，
身份特殊，性质特殊，对此都有着特
殊的要求，因此，每一名教师必须树
立底线意识、红线意识。

“底线”是教师不能踩踏的最基
本的职业道德规范，“红线”是不能
触碰的法律规定。教师必须依法执
教，廉洁从教，在法律规定的框架
范围内教书育人。“只给 11 名同学
讲解答疑和批改作业”触犯了有教
无类、公平公正的底线，“违规收
费”又触及了法律的红线。很难相
信，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在制度的笼
子越织越紧的当下，能公然违背这
些规定，不但损害了教师的形象，也
损害了学校的形象、教育的形象，用

“胆大妄为”一词来形容也不过分。

家长的举报无疑给我们敲响了
警钟，但学校就一点儿也不知情吗？
如果调查属实，将被严肃问责、严厉
追责。我们不能只是就事论事，而是
要深入思考，在教育的法律法规日益
健全的当下，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情
况发生呢？漏洞又出现在哪儿？

学校忽视了对教师价值观的教
育。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在拜金主
义思想影响下，不少教师也遭受侵
蚀，滋生出一切向“钱”看的思潮，把
正常的教育教学行为当做牟利的工
具和手段，把手伸向学生和家长，利
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和便利，谋取
不义之财，中饱私囊。辅导是一例，
参加校外学科、非学科培训班是一
例，把学生正常的社会实践活动当做

“摇钱树”也是一例。这种思想不仅
影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还像瘟
疫一样侵害教育生态，并对青少年产
生不良影响。因此，学校当通过多种
渠道和途径，对教师进行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教育，端正教育态度，重

塑教育生态。
依法治校、依法执教是对教师的

红线要求，很多学校想当然地认为，
广大教师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理应知
法懂法守法，因此忽视了这方面的
教育，导致不少教师在育人过程中
荒原跑马，经常发生跑冒滴漏的事
情。今后应补上相关的法治教育。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法律法规
也在时时更新，因此，广大教师也必
须提升学习法律的自觉。

各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当加大督
导检查的力度，督促学校和广大教
师规范办学、遵规守纪。对于广大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不正之
风，要严肃查处，发现一起处理一
起，严厉问责，利剑高悬，才能净化
教育生态，创办出让人们更加满意
的教育来。

总之，依法治校的底线不能踩，
依法执教的红线不能碰，学校当切
实有效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水平。

依法执教的底线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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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孩子甚至分不清麦苗和
韭菜的区别，应该让他们了解一些
常识。”昨日，江苏常州市武进区洛
阳初级中学校长陆卫刚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最近几年，他走进多个拆
迁村庄，搜集农村老物件，一度被朋
友们称为“拾荒校长”。依靠自己的
努力，最终设立了常州首个校园“农
耕博物馆”，受到学生们的欢迎。（11
月17日《北京青年报》）

48岁的陆卫刚系常州市武进区
洛阳初级中学校长。2018 年，他偶
然间注意到，在学校内读书的部分
孩子分不清农作物种类，更不了解
各种农具或者农村的物品。同时，
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式机械越来越
多，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那些
几十年前的犁子、耙子和一些日常
用具不再使用，“农作老古董”作为
农耕文明的载体，抢救性搜集后可
以通过实物展示等，帮助孩子们保
留农耕情怀，体会劳动的艰辛和不
易。为此，陆卫刚校长先后多次深
入拆迁村庄等，开始“拾荒”，用3年
时间自费 6 万余元，本着有利于教
学的原则，搜集了约 3000 件锄头、
镰刀、桌椅、板凳、油灯、算盘、米桶
等老物件（少数由物主捐赠），摆放
在学校的几间空房子里，组建了“农
耕博物馆”。

“拾荒校长”的事迹，估计任何一
个人闻听后都会肃然起敬。在其行
为的背后，透露出的是一个基层教育
人身上让人钦敬有加的育人情怀。
这种育人情怀首先是为了育人而不
计私利报酬的奉献精神。“拾荒校长”
的身体力行，包括自费找寻搜集“农
耕物件”并建立“农耕博物馆”的行
为，背后透露出的是基层教育工作者
为了孩子健康成长而不计私利、忘我
奉献、“心系孩子成长”践行“行为世
范”的道德情操。对于一线教师而
言，这样的行为完全是超出常规岗位
要求和教书育人基本责任体系的，但
这却是心系下一代成长的“责任加
压”和“情怀扩延”，这种行为完美地
阐释了“捧着一颗心来”的园丁精
神。也许在一些人看来，小小“农耕
博物馆”并没有惊天动地的社会影
响，但教育如果能影响一个人或者一
群人、一个区域的下一代，能影响一
个生命的丰盈成长，就是功德无量的
善行和义举，也是值得肯定的“大爱”
和闪耀着教育良心光芒的“烛魂”。

“农耕博物馆”虽小，但对于每
一个参观、学习并对农耕文明产生

兴趣的孩子而言，就是一次难得的
劳动教育、非遗教育和文明传承教
育的良机。“拾荒校长”的举动背后，
其实体现出的是一个教育人把生活
当契机、把社会资源当育人载体的
积极教育探索。对于每一个教育工
作者而言，课堂是育人的主阵地，但
一草一木、一地一景、一举一动又何
尝不是育人载体和良机呢？把社会
当做育人的广阔天地和育人的大课
堂，充分挖掘育人因素和身边资源作
为丰富的“生活课堂”，必然培育出人
文素养、实践能力、探究精神、责任意
识出众进而身心全面发展的一代新
人。而这种科学、精准、统筹利用现
实育人资源培育英才的行为，展示出
的则是一个教育人时时处处为孩子
成长着想、每时每刻心系孩子成长、
利用一切机会服务教书育人的大情
怀，其更凸显出一种乐教善行、启智
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和弘道追
求，这不更是一种让人起敬的育人
情怀和教育家精神吗？

教书育人是神圣的，但注定并
非每起育人行为和每种育人选择都
是出众和卓越不凡的。小行为释放
大善意，细微处铸就育人大情怀，小
奉献更显育人魅力，等等，都能释放
出一种以小见大、于细微处见精神、
于朴实中育英才的魅力，这也是值
得所有教育人深思的“教魂”和动人
的师德力量，更是让人感动的兴教
之基，强国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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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胜张玉胜

最近，高三班主任张荃收到一份
关于不文明交通行为整治的通知，

“家长不戴头盔，要处理我，要通报
批评我。”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何卫
公每天都要处理类似的通知文件，
其中很多与学校教育教学并无直接
关系，但他不得不遵照通知要求，在
学校里安排五花八门的“非教学任
务”。（11月15日《中国青年报》）

诚如新闻中那位民办学校校长
所言，“最多的一年，我们曾经收到过
接近4000份各类文件，有35%左右是
跟教学无关的。”这些来自社会各界
五花八门的“非教学任务”，不仅挤占
了教师的主业时间，也分散了他们的
履职精力，让教师难以专心致志地教
书育人。为教师减负已成为广大教
师和社会民众的共同心声。

据中青报记者不完全统计，教师
接收到的非教学任务不仅涉及“扫黄
打非”宣传教育、禁烧秸秆宣传等，还
有 家 庭 情 况 摸 底 、强 制 下 载 各 类
APP、视频学习打卡、截图拍照留痕、
填表造册、卖保险等。有学者为此做

过专题调研，深感教师的非教学任务
确实很多。曾有教师向他抱怨：“除
了畜牧局不进学校以外，所有的部门
都进学校！”有人调侃：“师者，传道授
业解惑扶贫报表巡河……”更为重要
的，凡事都要求“留痕”，各种平台系
统都要排名、报数据，任务推进效率
低还要被通报批评。

原本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清静
校园，缘何会成为不少政府部门极易
紧盯的工作抓手？究其原因有三方
面因素：一是教师队伍文化素质高、
责任心强，把任务交给他们让人放
心；二是学校与社会的接触面最广，
便于较好较快地完成相关任务；三是
受“从娃娃抓起”的惯性思维影响，导
致凡事都想“进校园”。由于学生具
有“小手牵大手”的宣传、倒逼、促进
效用，导致许多政府部门都看到并想
依靠“家家户户有学生”这一群体优
势来布置和完成任务。

过多过滥的“非教学任务”，并非
教育本身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当为
难以根绝的形式主义弊端。对此，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

在 2019 年印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教
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
境的若干意见》，列举出干扰学校正
常教育教学秩序，给教师增加额外
负担的具体表现，要求必须牢固树
立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的理念，
切实减少对中小学校和教师不必要
的干扰，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
给教师。

落实中央要求，切实为教师减
负，最重要的把依法治校、依法治教
的法律法规落实到位。首先，要通
过对现行教师法等相关法律条款的
修订完善，进一步明确教师在教书
育人、进修培训、参与管理和休息休
假等方面的权利；同时强化对教师
减负相关法律实施的监督与处罚，
确保教师减负的有效落地。

再者，要适当赋予教育主管部
门、学校和老师对“非教学任务”进
校园的“说不”权利，建立对教师不
合理工作负担的清理机制，为安静
校园、安心教学打造防火墙、划出隔
离带，避免闲杂事务侵占正常教育
工作。

别让“非教学任务”影响教书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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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武陟县兴华中学发生学生踩踏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
伤，引发广泛关注。11月16日，南都记者从武陟县第二人民医院急
诊科了解到，受伤较重的学生仍在病房接受治疗。当地宣传部门工
作人员向南都记者表示，目前调查组正对该事件进行详细调查。（11
月16日《南方都市报》）

［
漫
画
］
刘
志
永

失失 位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