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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观察

堂吉伟德

近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
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将出台方案，实现两
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将技能型人才的高
考和学术型人才的高考分开。（《新京报》3
月23日）

高考双轨在国外并不新鲜，德国学生在
中学毕业后只有26%的人选择上大学，而超
过58%的学生选择上职业或专科学校。这源
于德国有一整套制度作为保障，并且市场供

需关系产生了支配作用。
据有关资料显示，在中国仅数控机床操

作工的短缺量就高达60万人，有的企业为一
些高级技工岗位开出年薪几十万的高价，就
是招不到人，最后不得不聘请国外下岗的高
级技工。对此，有人将其归咎于社会的职业
偏见，认为是不理性的教育观念所致。这种
理由表面上成立，其实却有失偏颇。

职业偏见绝非天然形成，时下职业教育
动力不足，根本上在于对制造业的重视程度
不够，没有建立一套从教育到就业，从权利
保护到薪酬保障的配套体系，最终使得人们
对职业教育的参与热情不足。更重要的是，
我国经济发展还处在代加工的初级阶段，制

造业的创新力不强，房产和金融显然更具吸
引力，这不是高考双轨制可以解决的问题。

高考不是职业教育最大的拦路虎，有没
有双轨制都不影响考生的选择。现在职业教
育近乎于“平民教育”的代名词，几乎没有
领导干部、社会名流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
连反复强调职业教育重要的人的孩子也未必
愿意去。另外，职业教育还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教育的选择存在误区，教师缺乏技术实
践，自然难以教出一流学生；二是校企间没
有建立紧密联系，学生要么在学校中僵化学
习，要么成为企业“不给钱的劳动力”；三
是缺乏一流的职业技术院校，也没有专业化
和标准化的教材；四是技术人才没有可靠的

就业保障和稳定的成长空间，投入与产出严
重失衡。

上述原因制约了技术人才的成长空间，
也使得企业对技术人才的培养动力不足，校
企共建无法实现，于是职业教育长期处在初
级水平，这才是时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高考双轨制只是改变了供给，那么如
何激活需求才是改革的关键。因为消除职业
教育偏见从来都不只是教育问题，更是市场
和经济问题。唯有围绕市场需求和经济现
实，进行教育层面的改革，并以此配套一系
列的措施，高考双轨才会取得预期中的效
果。

消除职业教育偏见比高考双轨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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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祥

家风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重要源头。有
什么样的家风，往往就有什么样的做人做事
态度、为人处世的风格。

对于不少人来说，家风甚至会影响和决
定他的一生。在一位优秀大学生的身上，能
折射出优良家风对他的影响，会让人看到父
母对子女成长精心抚育的印记。可以说，优
良的家风就是大学生高尚人格的精神滋养。
从父母长辈那里得益越多，接受慷慨无私，
乐于奉献，勤奋上进，礼让谦虚之风的熏陶
就越深，他的举手投足间就越能透出高雅淡
定的风格。品格素养具有的积极意义越多，
就越能不断迸发出健康向上的正能量。

家风的形成，无关家庭贫富，亦无关父
母文化程度，乃源自父母德行素养的熏陶。
一个城市知识分子家庭，也可能在教育孩子
方面出现严重偏差；但一对乡村父母，却可
能培育出品德优良的孩子。中华民族有重视
家风的传统，讲究道德，勤俭持家，看重亲

情，严于教子。因家风清廉质朴、善良守
信、进取有为而赢得赞誉的古今名人可谓不
胜枚举。他们的家庭，必然是长辈父母以身
作则，率先垂范。

需要注意的是，家风的培养也需要与时
俱进。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不断被发扬光大，家风也在不断被赋予新
的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丰富内
涵，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会
使当下优良家风的内容得到极大的扩展。

众所周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
育，是影响一个人人格形成的三个重要方面，
其中，家庭教育最为基础，社会教育不可忽视，
而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也有目共睹。大学处于学
校教育的顶层，要求教师立德树人，以渊博的
知识培养人、以科学的方法引导人、以完善的
人格教化人，但归根结底，这种言传身教、润物
无声的大学教育必须与学生的第一任老师
——父母长辈的家庭教育相得益彰，才能联手
共同完成人才培养的使命。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风这个源头
清澈了，才能滋养出好的品格和作风、政风与
民风，才能于家有福、于党有望、于国有利。

家风是个人精神成长的源头

晚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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苑广阔

“已听写三遍”、“已背诵”、“已预
习”……自从孩子上了小学，家长每日在孩
子作业本上“签字”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
成。然而近日北京市昌平城关小学、朝阳白
家庄小学、农科院附小等部分小学却开始试
水作业“免签”。校方称，此举旨在减轻家长
负担，增强学生自主能力。但一部分家长和
教师却对此争议不断。（《北京青年报》3月
23日）

在笔者看来，“作业签字”这一要求，虽
然初衷和本意是好的，但也不能不说，现在
各地小学的“作业签字”已走形变味，一些老
师在学校把作业布置完了，却把检查学生作
业和试卷中是否有错误、有了错误如何订正
等责任，都推到了家长的身上。更有甚者，
一些老师把语文听写这类作业，也让家长和
孩子一起去完成……这已经不单单是让家

长检查和订正孩子的作业，而且让家长承担
起了本该由老师承担的教学任务。

这么做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
先它加重了家长的负担。家长不但要拿出
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检查孩子的作业，帮助
孩子解决作业中遇到的问题，对于一些文化
程度较低的家长来说，还根本无法胜任，只
能疲于应付。其次，布置作业、检查作业、订
正作业，这都是教育者的基本责任，属于正
常教学任务的范畴，现在老师将其部分甚至
是全部推给家长，自己当起甩手掌柜，这当
然会引起家长的不满，觉得老师这是在“偷
懒”，无形中损害了教师的群体形象。最后，
它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容易让
孩子养成对父母的依赖习惯。

所以，笔者认为，即便“学生作业，家长
签字”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具体的实施过
程中也不宜“一刀切”，更不宜让家长承担起
一部分教学任务。北京市一些小学实行“作
业免签”，实际上是学校和老师教育责任的
回归，理应得到广大家长的理解与支持。这
样的举措，应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

“作业免签”应在全国推行

姚倩

因司机离开时没有拔下钥匙，离家出
走的17岁智障少年陈某在长沙火车南站
公交车停靠站将一辆公交车开出近10公
里，直到逆行撞上一辆的士再撞上路灯杆
才停下来。记者随后在长沙市区九个公交
车场站和夜间泊车点暗访时发现，公交车
司机下班离开车辆后不关门窗，甚至不拔
车钥匙的情形非常普遍。相关负责人以
“业内惯例”为由，对记者询问反应冷淡。

停车后关闭门窗、抽钥匙锁车，这是
对驾驶员的基本要求。让人没想到的是，
对本应该要求更严格的公交车驾驶员来
说，停车后不关门窗、不拔钥匙竟成了常
态。于是，才有了“智障少年将未拔钥匙的
公交车开出10公里”这种令人后怕的事
情，在长沙街头发生。

公交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关系到公
众的安全。这里所指的安全，不仅包括公
交车行驶在路上时，也包括停车时。公交
车停车后关门窗、拔钥匙，不只是为了防

盗，更是为了杜绝安全隐患。智障少年开
走公交车看似是个偶然的事件，可若继续
放任过夜的车不拔钥匙，谁能保证下一次
不会闹出更大的动静、甚至酿成危害社会
安全的事故来？这些过夜不拔钥匙、随时
可能被人开走的公交车，如同市民身边一
颗不定时的炸弹，实在让人忧心。

然而，如此严重的安全隐患已经露出
苗头，相关方面非但不给予足够的重视，
并以此为鉴加强和改进管理，反而以“这
是业内惯例”之类的说辞进行辩解，继续
抱残守缺。也许对司机来说，每次停车都
拔钥匙确实不方便，也容易弄丢。那么如
何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相关的管理人员
想办法、做改进。若是像现在这样，只是在
调度室贴上一条“车到站后必须将钥匙随
身带下车”的通知，而对是否执行到位不
闻不问，安全事故就会有可乘之机。

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智障少年将未
拔钥匙的公交车开出10公里”已经为公
交车夜间停放的安全问题敲响了一记警
钟。“交通无小事，事事系安全”，这是挂在
某公交公司值班室墙上的一句标语。希望
这样的话，能从墙上走下来，铭刻在司机
和管理人员的心里，落实到整改行动中。

面对安全隐患 岂能抱残守缺

微言大义

@连平（经济学家）：在京出席中国
发展高峰论坛，同意一种观点，即没有好
的资产市场，人民币国际化走不远。我以
为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一是经济保持中
高速增长；二是金融市场有深度并开放，
产品丰富；三是有一大批质地和成长性好
的企业，做实资产市场基础，唯有如此国
际上才会普遍以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和
储备货币。

@政法朱巍（副教授）：刚看了雪国
列车。毫无疑问，这是一部哲学意义很浓
的作品。侧面反映的是大国之间的博弈，
穷国和富国之间的肮脏交易。也预示着革
命一旦爆发，任何人也无法预测和控制
它，直至把敌我双方彻底毁灭。何为生存，
何为胜利，何为妥协，甚至连教育、科学发
展观也都一并涵盖在内。

@郝劲松（法律人士）：各地幼儿园
喂药的背后，是制度和金钱在作怪。《陕西
省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规
定，“幼儿当月在园天数不足当月法定工
作日数一半（含一半）的，按保教费、住宿
费缴费额的50%退还；超过当月法定工作
日数一半的，不退还所缴保教费、住宿
费。”“法定工作日数”被定为十天。

@袁國輝微博（财务总监）：近日去
香山，门口有人招揽“生意”，说是不用买
票她就能带我们进去，但每人她要收 10
元钱。我反感“挖社会主义”墙角的买卖，
果断到售票处买票，一问才知票价仅需5
元。就因售票处的牌子上标注通票 15
元，让宵小之辈嗅到了商机。他们摸透了
信息不对称与游客爱占便宜的心理，鼓捣
了精彩绝伦的一锤子营销。

新闻：全省首个村民高层安置房，
河南省洛阳市伊滨区诸葛镇三个合并拆
迁村庄的福民一号小区因质量问题被曝
光。村民反映，“地面开裂、墙体掉灰，厨
房、卫生间防水要重做，每家还都是清一
色纸糊的门。”（《京华时报》3月24日）

点点评：置而不安。

新闻：湖北老河口市公安局在当地
某医院进行反恐演练，被认为警方反恐
的假想敌是医闹，且剧情还包括了“击毙
暴徒”。当地公安局回应，剧情只是设置
为医患冲突后，暴徒砍伤群众，而并非针
对医闹。（《南方都市报》3月24日）

点点评：有“备”无“患”。

新闻：四川成都一餐馆内的告示牌
写着：本店出售的酒水已包含洗杯水电
费、洗杯人工费。自带酒水请自带酒
杯。四川首例“开瓶费”诉讼案原告代理
律师曹毅表示：“这算是公开判决后，比
较奇怪的一种抵制禁收开瓶费的方式。”

（《天府早报》3月24日）
点点评：对瓶吹吧。

新闻：英国某小学规定，教师在批改
作业及卷子时不允许用红笔，应用绿色
笔代替。校方认为红色会给人带来消极
恐惧的感觉。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表示：“如果学校持续用绿色笔为学生批
改错误，那么很快绿色也会使人变得焦
躁恐惧。”（《环球时报》3月23日）

点点评：用白笔吧。

点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