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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很多人都在大学时代参加过或长
或短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前往农村
或社区开展支教、支农、支医等活动。
如果学生们真能踏踏实实完成各种社
会实践,当然是一件好事。在帮助基层
解决一些实际困难的过程中,学生们也
能更好地了解真实的基层情况,掌握课
堂上学不到的知识。

但从现实来看,一些大学生并没有
真正理解社会实践的意义。他们带着
走过场的心态参与社会实践,暴露了形
式主义之风。在“变味”的大学生社会
实践活动中,以下几种比较有代表性:

一是弄虚作假。曾有媒体报道,一
些大学生因为贪玩、怕吃苦等原因,并
未真的参加社会实践,而是到社区找人
帮忙盖章,然后向学校交差。在某电商
平台,代开社会实践报告、实习证明,已
成一种热门业务。

二是走马观花。一些大学生参与
社会实践时,没有将心思用在深入了解
基 层 方 面, 而 是 用 在 了 拍 照 、发 朋 友
圈 、观 光 、谈 恋 爱 等 方 面 。 其 结 果 是,
社 会 实 践 活 动 结 束 了,从“ 实 践 ”中 收
获的干货却没多少。

三是功利化心态比较普遍。一些

大学生对社会实践缺少正确的认识,他
们对实践的内容不关心,报告、总结却
写得十分漂亮。他们希望通过报告、
总结获得荣誉,增加以后考研、求职时
的胜算。

四是缺乏常识与技能。一些大学
生根本没有教书育人的能力,却一窝蜂
地跑到山区支教,除了混一段经历,于
各方而言都弊大于利。前段时间在网
络热传的那篇《叔叔阿姨,暑假请不要
来我们这里支教了》,谈得未必全面,却
也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大学生扎堆前
往农村支教的弊端。

社会实践变形走样的表现,可能远
不 止 这 些 。 之 所 以 社 会 实 践 会“ 变
味”,根本原因还在于一些大学生对社
会实践的认识不到位。他们要么对社
会实践不关心、不“感冒”,要么将社会
实践当成了公费旅游,要么参加社会实
践纯粹是为了刷简历。

据我观察,一些大学生社会实践活
动,动员号召、出征仪式搞得轰轰烈烈,
既 有 学 校 领 导 讲 话, 又 有 学 生 代 表 发
言,热闹得很。可是,社会实践开展得
如何,效果怎么样,学生们得到了什么,
似乎无人关心。只重视表象,不重视实

质, 可 能 也 是 社 会 实 践 变 味 的 重 要 诱
因。在一些学校,大学生社会实践似乎
成了运动式的一阵风,而对社会实践的
目标管理、过程管理以及学生个体监
督,都处于一团糨糊的状态。

在提倡个性发展的当下,一些学校
在组织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时,同质化严
重,不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个性的大
学生的实际需要。而在结果考评方面,
学校又缺乏科学的判定标准,过于倚重
报告材料而忽略学生的内心感受,也误
导了部分学生。他们不注重实践过程,
而只注重成果展示、总结汇报与包装。

社 会 实 践 是 促 进 大 学 生 了 解 社
会 、增 长 才 干 、回 馈 社 会 的 重 要 方 式,
只有回到这个“起点”,才不会变味、走
偏。而如何不断提高社会实践的含金
量,让大学生真正能深入其中,有所收
获,不再为弄虚作假开证明而犯愁,需
要有关各方都深入思考。

如果搞不清楚社会实践的真正含
义,缺乏切实可行的行动策划、真实有
效的过程管理,那么,不管去了多少人、
到了多少地方,所谓的社会实践,都只
会沦为一场场闹哄哄的“秀”。

某些大学生社会实践为何沦为作秀
□ 夏白桦

国家网信办 11 日发布消息说，根
据网民举报，经北京市、广东省网信办
初查，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百度贴吧分
别存在有用户传播暴力恐怖、虚假谣
言、淫秽色情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社会秩序的信息，网信部门将进一
步加大互联网信息内容监管执法力度，
依法查处网上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针对知名网站平台发布有害信息
加大监管执法力度，是维护国家安全、
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众所
周知，网络是把“双刃剑”，它在造福社
会的同时，也被一些人用来传播违法违
规信息危害社会。

打开微信朋友圈，除了正常社交内
容外，还有不实信息、谣言的传播以及
传销式微商在吆喝；在聊天群、微博、贴
吧等网站平台，各种披着共享经济、Ｐ
２Ｐ外衣的庞氏骗局让人防不胜防。

刷 一 刷 微 博 ，在 大 Ｖ 写 的 评 论 下
方，总有一些跟帖和留言中，会出现涉
及暴力色情的信息链接；通过手机看剧
看直播，一些涉黄涉赌等内容会通过弹
幕跳出来；甚至百度地图等导航应用也
被曝成地下色情场所发布招嫖信息的
工具……原本隐匿于“地下”的违法犯
罪活动通过网站平台借尸还魂，其隐蔽
性、传染性和危害性更大。

这些不法活动得以“上线”，一方面
是互联网竞争激烈，各网站平台为了争
夺客户、流量，放低门槛、标准，甚至放
松审核，让不法分子有机可乘；另一方
面，网络技术发展快，而网络监管存在
薄弱环节，不法分子借此变换手法，进
行跨行业、跨地区违法犯罪活动。但
是，网站平台不是法外之地，不能成为
藏污纳垢的避风港。

随着智能手机的广泛应用，人们与
外界进行的数据交换与日俱增，有害信
息传播的几率越来越大，需要工商、公
安、司法、文化、金融等多部门建立联合
监管机制和联动打击机制，全面、有效
清理网络上的赌博、传销、非法集资、淫
秽色情、涉枪涉爆等违法违规信息，特
别是传播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社
会秩序的信息，要坚决予以制止，防止
其“裂变式”的增长态势。

对于知名的网站平台，更要重视落
实主体责任，加强内容安全管理，严格
防范其平台用户传播违法违规的信息；
对已经存在的问题采取果断措施，逐条
落实整改要求，自觉维护互联网信息传
播秩序。

又到了职称评审季节，很多人开始忙着发论文。国内网络诈骗举报平台
——猎网平台发布安全播报称，评职称发表论文一定要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
千万不要轻信网上快速代发服务，这极有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新华社发

上当

（本版言论只代表个人观点）

短短几天时间“开发”孩子右脑，提
高学习潜能，甚至做到“蒙眼辨色”“七天
成诗人”“过目不忘”……近日，新华社调
查一家名为“脑立方”的培训机构，结果
表 明 ，这 家 号 称 在 全 国 有 120 多 个 教 学
点 、培 训 学 员 超 过 2 万 名 的 机 构 ，属 于

“无证无照”教育培训机构，纯粹披着“神
奇效果”外衣忽悠学生和家长。

“超感心像力”提升孩子专注力，蒙
着眼睛也能辨别物体颜色；“脑屏成像”
增强孩子记忆力，对任何文章篇目过目
不忘；“超感创作力”激发孩子创作力，1
小 时 写 20 首 古 诗 ，再 不 愁 背 书 和 写 作
文。在上述机构的宣传话术中，处处是

“ 高 精 尖 ”的 科 技 感 、“ 高 大 上 ”的 未 来
感。不过，假若知识获取果真变得这般
轻易，想来不仅是教育界的盛事，整个科
学界早就该哗然了。然而据科学家那边
的回应，像“蒙眼辨色”这类玩法实在无

关脑力开发，乃是典型的视觉补像，如同
看到太阳后闭上眼睛会有光亮，至于用
视 觉 以 外 的 人 体 功 能 来 感 知 图 像 和 颜
色 ，目 前 也 没 有 任 何 科 学 理 论 能 够 证
实。又结合该机构 16 天课程就收费 6.8
万元，且以能力培训为由拒绝向教育部
门备案的事实，以及目前教育市场的蛋
糕极大，仅幼儿教育市场规模就 3800 亿、
中小学教育市场规模约 6800 亿，不难看
出它在打什么算盘。

不如说说所谓“右脑开发”理论。当
代一种甚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在全面推
行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改变重左脑
轻右脑的习惯，因为左脑是语言的脑，演
绎推理、抽象思维、数学运算、形成概念
的能力较强，而右脑则有许多高级功能，
诸如形象学习和记忆、图形识别、美术空
间等。当然，“右脑开发”并非全无根据，
神经解剖学、认知心理学等已经证明不

同脑部区位在功能上确有差别，但诚如
日本神经心理学家八田武志所言：“对于
有关左脑和右脑功能的说法，是那些不
从事研究而专门介绍别人研究成果的人
制造出来的一种假象”，因为左右脑的功
能差异是相对的，它们以不同的信息处
理水平相互联系、协同活动，不管什么科
目，既与左脑有关，也与右脑有关。只看
见对“右脑开发”一味鼓吹，一些家长和
培训机构便强迫孩子用左手左脚，谓之

“左利右脑”，不仅没根据，而且极有可能
伤其正常发育。

假设没有以脑力开发作宣传的机构
出现，“右脑开发”也很容易被大众接受，
甚至奉为圭臬。概因这一说法极符合社
会各界人士对传统“应试教育”模式的批
判 ，长 期 以 来 ，部 分 学 校 过 分 追 求 升 学
率，以分数论成败，导致学生机械背诵，
思维死板。于是顺理成章地，这类教学

模式被归为学生“缺乏创造力”的肇因，
紧接着，只要与“应试教育”有所区分，一
些新潮概念都可以被培训机构拿来“跑
马圈钱”。比如 NLP（身心语法程式学）、
萨提亚、翻转课堂等，实在玩不转新概念
的，也打着“补脑”“提高记忆力”的旗号
卖些其他产品。然而，纵使头顶着“右脑
开发”的名义，这些机构行的依然是“提
高背诵能力”之实，归结下来还是为了考
试 ，实 在 看 不 出 跟“ 创 造 力 ”有 何 关 联 。
既然也瞄准考试，又何须藏着掖着不说，
捏造各种听不懂的概念？说到底，还是
为利。

对待这些看似高精尖、高大上的教
育培训机构，一个很好的识别方法就是
去查它有没有相应资质。不管它自称是

“互联网行业”，抑或“特殊能力行业”，只
要对学生开班收费，首先要在工商部门
那里注明“经营范围”，更需在教育部门
报备说明。此外，最该留心提防的就是

“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知识获取从来都
是细水长流、勤学苦练，哪里有什么扭转
乾 坤 的 速 成 大 法 ？ 今 后 再 碰 到 这 些 机
构，不妨先潜下心想想所谓方法的本质。

“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知识获取从来都是细水长流、勤学苦练，哪里有什么扭
转乾坤的速成大法？今后再碰到这些机构，不妨先潜下心想想所谓方法的本质

知识获取怎会有速成之法
□ 扶青

八面来风

让戏曲在学生心中
生根开花

中宣部、教育部、财政部、文化部
日前联合出台《关于戏曲进校园的实
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
明确，2018 年，争取实现全国所有大中
小学每个学生每年免费欣赏 1 场优秀
戏曲演出。到 2020 年，戏曲进校园实
现常态化、机制化、普及化，基本实现
全覆盖。《意见》的出台，从国家政策层
面为各地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提供了
支持，为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
戏曲艺术开辟了新的路径。

戏 曲 进 校 园 ，是 增 强 学 生 民 族 认
同感和文化自信的有效途径。戏曲有
着上千年的历史，现存约 300 个剧种、
数以万计的剧目。可以说，每一个剧
种、每一出优秀剧目都是一本生动鲜
活的地方历史文化教科书。戏曲艺术
是中华民族厚重历史文化的积淀，是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活的载体，传承与
弘扬戏曲艺术关系着民族精神的维系
与传递。戏曲进校园，有助于让学生
在近距离的体验中，在优秀剧目的耳
濡目染中，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
感悟，进而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
增强文化自信。

戏 曲 进 校 园 ，将 促 进 校 园 美 育 与
德育的有机结合。戏曲是美的，绝美
的扮相、精致的行头、矫健的武功、铿
锵的锣鼓、婉转的吟唱等无不体现着
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情趣。国学大师
王国维说：“戏曲者，谓以歌舞演故事
也。”每一台戏曲剧目都是一个引人入
胜的或悲或喜，或慷慨激昂或缠绵悱
恻的故事。戏曲进校园，让学生在观
赏、学习戏曲剧目的同时，在潜移默化
中读懂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忠与
奸，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戏曲进校园为戏曲艺术的传承发
展打开了新天地。戏曲进校园，不仅
将在校园内，而且将在全社会营造支
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良好氛围。传承发
展戏曲，最关键的是人。戏曲进校园
将视线转移到学生身上，不仅可以培
养年轻观众，而且将有机会在学生中
发掘传承戏曲艺术的好苗子，助力戏
曲人才梯队建设。古老戏曲与“脑洞
大开”的现代学生相遇，将为戏曲的创
新发展带来新的血液、新的思路。在
学生心中种下戏曲的种子，戏曲艺术
才能不断生根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

当 前 ，戏 曲 进 校 园 仍 面 临 一 些 现
实问题，比如一些地方戏曲人才凋零，
短时期内难以满足师资需求。戏曲进
校园，既要尊重艺术的规律，也要尊重
教育的规律，还必须体现当地的传统
文化特色，这对戏曲教材的编写、课程
的设置也提出了挑战。

此 外 ，学 校 的 戏 曲 教 育 不 能 仅 仅
停留在看戏听戏的浅表层面，还要激
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参与度，引导
学生用心去感受、思考戏曲艺术背后深
层的文化内涵和精神价值。与之对应
的，戏曲教学时间的分配、课时所占的
比重、教学效果的科学评估等，也有待
进一步研究解决。 (光明日报 李锦云)

大家@说

新京报：这种对于个人、企业“罚到
倾家荡产”的做法，对于倾倒污染废物的
犯罪，无疑是个极大震慑。其实，渗滤液
私排即便被罚六千万，也并不算多。这
些渗滤液被排入的是市政管道，所带来
的危害非常大。在国外，类似私排偷倒
危险废弃物的行为，往往被视为极为严
重的违法行为，一旦有企业胆敢触碰“红

线”，法院开出的将是“天价罚单”。以美
国为例，在 1993 年加州辛克利镇居民诉
太平洋电力瓦斯公司一案中，太平洋电
力公司因偷排含铬污染物，最终被法院
判处赔偿 3.3 亿美元 。 6000 万重罚私排
渗滤液的公司，不应是少数个案。眼下，
各种违法倾倒危险废弃物的事件屡禁不
绝，为了躲避处罚，跨地区倾倒的危险废

弃物问题更是愈演愈烈。因此，司法应
当向这些行为“说不”，通过“天价罚单”，给
违法者以震慑，尤其是对那些知法犯法、只
为牟利的环保企业，更应严惩不贷。

人民网小蒋：不得不说，较之高发的
违 法 污 染 环 境 ，此 类 严 惩 重 罚 并 不 多 。
一些地方管理者顾及经济增长在环保上
畏首畏尾，异地倾倒垃圾与废水的多发

折射出严重的自私自利与只要本地干净
就行的“伪环保”。此外，一些地方法院
在判处污染案时可能受到方方面面的干
扰，一些本该重罚的案子只是从轻发落，
反倒起到了反向示范的效果。面对较少
的重判与更多的轻罚，一些个人与企业
对“不环保”怀有侥幸心理，这严重威胁
着我们生存的环境。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必须有法治保
驾护航，要有不容妥协的环保红线。而
且，透过发达国家的经验，不乏环保意识
是靠“罚”出来的启示。所以，严惩不光
是让犯罪的当事人自食苦果，为所欠下
的环境债还债；更是对后来者起到警示
效 果 ，令 心 怀 不 轨 者 不 敢 越 雷 池 半 步 。
环保中国，请更多地对污染者依法重判！

背景：2015 年 4 月 11 日，《新京报》刊发《六里屯垃圾填埋场驶出假洒水车偷排污水》
调查报道。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曾任北京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有限
公司七处经理马某，因伙同他人，将外运的垃圾渗滤液倾倒入市政污水井内，被法院以
受贿罪和污染环境罪判处有期徒刑 17 年，并处罚金 190 万元；天津某商贸公司因单位行
贿罪、污染环境罪，被判 6100 万元罚金；该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5 年。

偷排垃圾液被重判重罚，以儆效尤

莫让网站平台
成为“藏污纳垢港”
□ 潘晔

“违章减分券”
让交通执法失分

据媒体报道，近日，浙江省台州市
交警部门推出的举报违章奖励“减分
券”，引发争议——通过微信公众号进
行实时举报交通违法行为，查实后除获
得微信红包奖励外，视违法情形差异还
能获得交通违章“减分券”，在举报人交
通违法时可以抵扣。

发动市民举报交通违章行为，已经
成为各地交警执法的一种手段。为了
激发市民举报违章行为的积极性，各地
也都想出了很多激励的办法，比如奖励
生活用品，以及将积极举报者纳入征信
系统，让他们在办理贷款等方面得到照
顾。

浙江台州交警部门推出的“违章减
分券”性质则是不同的。虽然说，这样
的办法能够激励更多人举报交通违章
行为，却违反法律公平精神。

这些举报他人交通违章行为的驾
驶员，在获得了“违章减分券”之后，也
就获得了一个特权，在他们自己违章的
时候，可以减分。这就可能出现一种尴
尬的情况：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在交警执
法的时候，拿出“违章减分券”。面对这
种情况，交警该如何执法？

根据现行法规，交通警察被赋予收
集违法证据的权力，市民拍摄图像，不
能作为处理依据，因为市民没有收集证
据的执法权力。而即使抛开这个层面
不谈也是存在问题的。车主交通违法，
交警部门处罚，本身为固定的执法程
序，作为执法机关不能随意更改。给予
举报违章行为的市民“违章减分券”奖
励，就意味着法律打折扣。关键问题在
于，交警部门有没有这样的权力？一码
归一码，举报违章行为可以奖励，但是
不能奖励“你可以违章”而不被处罚。

（法制晚报 郭元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