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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贝克汉姆造访同济大学，原定与校队和
申鑫青年队互动，但人山人海的粉丝为看小
贝非常疯狂，活动未开始就已经失控。 小贝
进入球场时，数千观众想冲进大门，造成踩
踏，至少 5 人受伤。最终活动取消，目前小贝
已离开。

（6 月 20 日《新民晚报》）
@ 同济大学学生会 TJSU：被批评是难

免，但请所有同学反思。 不管今日在场的是
本校学生多还是外部人员多，发生这样的事
情，是一些人的莽撞和疏忽造成的。 你们真
的是急于和偶像相见么？还是急于让别人知
道你和偶像相见？如果你是今天人群中乱冲
乱撞、破坏安保的其中一员，请你反思你的
社会责任心、安全意识和行事方式。

@ 周均：做任何事都要理性，前段时间
的钓鱼岛争端致使国民打砸日系汽车，给社
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威胁和

伤害，所以我们得出了“爱国应当理性”的结
论。 爱国尚且需要理性，爱自己的偶像难道
不更需要理性吗？

@ 魏英杰：事故发生后，不少人在网上
痛斥这种疯狂追星的“粉丝文化”，有人还把
矛头指向大学生的精神堕落。 实际上，涌入
现场的倒不全是大学生， 还有不少校外人
员，不能把板子都打在大学生身上。 追星文
化乃现代生活中的正常现象， 本身无可厚
非。 这和学习典型人物的道理差不多，没必
要因此过度演绎。造成这场事故的主角贝克
汉姆，其本人形象良好，来中国是为了传递
积极健康的足球文化（当然也有一定商业利
益），所以也怪不到人家头上。

@ 柳安景： 贝克汉姆去同济大学参加
活动引起球迷踩踏事件， 导致活动终止,何
苦呢。 那些拥挤的人群中，有谁知道今年的
大学生联赛冠军是哪个学校吗，什么时候打

的。 这是不是足球体制的偏失？
@ 气垫（网友）：我们不能怪罪这些安

保人员不作为不负责，他们毕竟作为人墙冲
到了第一线，有人还为此受伤了。 问题是作
为要讲究方式方法， 要以科学合理的作为，
否则只会添乱坏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 普嘉 ：既不是迂回曲折的死胡同，
也不是陡峭狭窄的楼道， 球场本来是个
开阔的地方，居然也发生了踩踏事故，这
就是主办方的组织出现了问题。 从图片
视频可以看到学校关闭了大门， 这让很
多学生冲向了体育场的铁门， 使开阔地
带变成了死胡同。 唯一的入口成了人流
汇合点，很容易导致人群过度聚集，而这
样的聚集完全成了人为。 如果入口再多
一些，尽可能的分散，每个入口设置专业
人员，及时进行疏导和管理，这场悲剧也
不会发生。

同济踩踏事件，谁之过

■新闻漫画

太空授课
让更多孩子仰望星空

王敏

相信若干年后， 很多孩子还会记得这堂别
开生面的课：2013 年 6 月 20 日， 中国航天员王
亚平在距离地球 300 多公里的“天宫一号”上向
全国中小学生讲授科普课。 新颖的授课方式、直
观的物理现象等等，将给孩子们植下热爱航天、
热爱科学的萌芽，给青少年学子打开认知世界、
追逐梦想的大门。

通过学习， 孩子们知道了为什么水滴在太
空与在地面会呈现不一样的状态、 失重条件下
如何测量物体质量、 陀螺的旋转有何奥秘……
这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成就的直观表现， 也是
人类追逐太空梦的具体成果。 随着科学的进步
和发展，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不会停歇。 仰望星
空，需要一代代人前赴后继。

壮丽而神秘的星空吸引了无数先驱和智
者。 他们用超越时代的智慧和勇气乃至生命留
下了惠泽后世的壮举。 哥白尼仰望星空发表了

“日心说”， 布鲁诺用生命和鲜血捍卫发展了哥
白尼的学说……仰望星空， 召唤着一代又一代
人思考、探索，使伟大的科学精神在民众间生根
发芽，使思想之树枝繁叶茂、茁壮成长，照亮人
类文明进步的旅途。

相对于深邃寥廓的宇宙， 人的一生短暂而
渺小。 但也正因为生命和梦想的存在，才让寂寥
的宇宙富有生机和意义。 追逐梦想，既需要仰望
星空的科学理想和精神， 更需要脚踏实地勤奋
实践。 仰望星空，会让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让
人们懂得在有限的生命中， 该如何认识个人和
天地之间的关系， 如何认识个人对国家和历史
的责任。 把个体生命同国家、民族、人民的命运
紧密联系在一起， 把个人的梦想放置于集体的
梦想之中，不骄不馁、不断奋进，人生的意义必
将更加深邃。

多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一个民族才有希望。
让更多学子仰望星空， 激发起他们探索世界奥
妙的激情，中华民族的前途必将更加广阔，中国
梦必将更加宏阔壮观。

今后， 考评中小学将不再看升学率和分数
排名。 昨天，教育部启动“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
评价改革”， 将在全国推行绿色评价指标体系，
重视学生品德、身心、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发展。
学校评估结果向社会公示。

(6 月 19 日《京华时报》)
“绿色评价”的本意，是要扭转“评学生看

分数，评学校看升学率”的倾向，让重视学生品
德、身心、兴趣爱好等方面发展的学校成为名
校，为素质教育立导向。 素质教育好还是应试
教育好，应是不言而喻。 其实，家长们又何尝不
知素质教育好，有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然而
家长们更知道，招生是按分录取，如果分数不
行，大门都进不去，“中看不中用”的素质教育
又有何用？

正因如此， 与其简单地为“绿色评价”喊
好，不如更问一声：和“绿色评价”接轨，现行的
招生体制准备好了吗。 如今的招生，实行的是

“一分定生死”，分在线下即淘汰。 要是招生录
取的时候，仍然是“一分定生死”，那么“绿色指
标”充其量只能是逢场作戏──在无关高一级
学校招生录取时，可以登台亮相，一碰到升学
招生，则马上把指挥棒还给分数。

教育部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个“死结”，表示
将来招生考试的方向要和绿色评价方向高度
吻合，将更关注学生的素质和兴趣特长，不只
看分数。 但令人纠结的是，这个“吻合”，还只是

“将来”。 我们不知道教育部为什么要把事情倒
过来做———“绿色指标”的车造了，以素质为招
生标准的轨却还没铺，但可以预料的是，在接
轨之前，“绿色评价”恐怕会“叫好不叫座”，而
升学率和分数排名依然是闻着臭吃着香的“臭
豆腐”。

“洛阳大叔”的幸福
不易复制

惠铭生

来自河南洛阳孟津的 “草根一族”谢
云峰不懂英文勇闯天涯，在美国纽约的大
学门口摆起小摊，卖肉夹馍、凉皮、花生米
……既当厨师又当售货员的他将传统的
中国小吃做得风生水起，令人刮目相看。

（6 月 18 日《郑州晚报》）
在中国城管屡屡招致质疑的当下，这

位高中毕业、对英文一窍不通，没有任何
人脉关系的“草根大叔”在美国名校门口
摆摊且收入不菲， 顿时抢爆国人眼球，有
网友甚至调侃道“没有城管真幸福！ ”“我
也想去美国当小贩。 ”

不同地域，特色不同。 国人在羡慕“洛
阳大叔”之余，更多该意识到国情的差异：
在美国，国民福利待遇好，就业相对不难，
不会有很多人热衷摆地摊；在中国，经济基
础相对薄弱， 社会福利、 养老待遇相对较
低，因而在无技术、无资本的现实下，摆小
摊就成了不少进城务工人员及城市低收入
者补贴家用的选择。 此外，一些就业无着、
薪酬低微的青年人，也会挤入练摊大军。

在中国的一些城市， 到夜市看看，到
繁华路段走走， 会发现练摊大军数量庞
大。 一位城管曾经感喟：城管到马路上巡
逻执法，取缔占道经营者，市民指责我们
欺负穷人； 可假如我们停止执法一周，听
任摊贩占道经营，市民恐怕要大骂城管不
作为。 一定意义上，摊贩与城管的关系就
是如此纠结。

假如没有城管， 听任小商小贩占道经
营，不仅影响市容市貌，城市交通也会受到
影响。不少城市繁华路段的人行道，被摊贩
与顾客挤占满满， 宽敞的马路被压缩成一
条狭窄的通道，即便公交车也寸步难行。

很显然，“洛阳大叔”在美国的摆摊经
历，在中国是不易复制的。 我们不能撇开
国情与现实，盲目相提并论，甚至反证中
国城市管理者的“好管闲事”。

日前，安徽马鞍山雨山路与军民路交叉口，一辆奔驰 S350 和一辆宝马 Z4 相互追
逐，猛烈撞击，整个缠斗过程持续三四分钟后，两车均严重损坏，维修费或要近百万元。
记者获悉，两车驾驶员是一对父子，奔驰车驾驶人为马鞍山某房地产公司负责人，事发
后两人都弃车离去，事件可能由于家庭矛盾引起。 事故致事发路段拥堵 1 个多小时。

（6 月 20 日《新安晚报》）
豪车在闹市斗气互撞，让人匪夷所思。恰如报道中一律师所言，两人在闹事区的危

险驾驶行为，主观上是一种明知，且对不特定的社会公共生命财产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如果情节严重，涉嫌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应该追究相关责任。

笔者相信，在闹市驾豪车斗气互撞的那对父子，并非不清楚他们的行为会“摊上大
事”。 但是，在某些有钱人对社会规则的“习惯性藐视”之下，为了逞一时之气，就顾不得那
么多了———哪怕只是豪门父子恩怨，咱也拿到大街上斗气一回，炫富表演给他人看，谁叫
咱“钱多车牛”呢？ 这让公众分明看到了一种财大气粗式的傲慢，以及精神涵养的缺失。

文 何勇海 图 王成喜

父子斗豪车

“绿色评价”
能获社会认同吗？

奚旭初

天气糟糕临时放假无可厚非， 但因为
天气太好而放假，就让人有点不可思议了。
最近， 美国华盛顿州贝灵汉小学的网站上
出现了一条难以置信的通知， 称因为天气
实在太好，学校准备临时放假一天。

(5 月 19 日中国之声)
� � � �贝灵汉小学校长桑普森先生表示，孩子
们需要享受放假的快乐， 这样才能精力充
沛，展现出孩童时代应有的活泼。 可见，这位
校长提倡的是快乐教育。 可反观我们的教
育，孩子们从小就像鸭子一样被圈养起来，被
进行填鸭教育，成长的道路可谓无比艰辛。

最遗憾的是， 在高度激烈竞争下成长
起来的孩子，往往被教育成为“精致的利己
主义者”，缺乏创造力与想象力，有些人甚
至心理出现了问题， 变得自私自利抑或是
郁郁寡欢，难怪《人民日报》撰文指责当下
的年轻人暮气沉沉。 可是年轻人的暮气沉
沉，是自己造成的吗？

哪个小朋友不希望在天气大好的时
候，不必上课，挎着小篮子，到野外与三五
好友一起野餐、打球，看鸟儿打架。 哪个小
朋友不希望自己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遗
憾的是，他们已被沉重的课业负担所绑架。

“为好天气放假”要学习
陈小二

日前，记者从中国控烟协会获悉，据该
协会最新调查显示，目前我国青少年吸烟率
为 11.5%，约 1400 万青少年烟民，尝试吸烟
的青少年达 4000 万。 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
许桂华介绍，青少年吸烟率正呈现出低龄化
及上升趋势，而导致这一趋势出现的重要诱
因即是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广泛存在。

（6 月 17 日《健康报》）
青少年烟民低龄化及上升趋势让人忧。

众所周知，吸烟对青少年的危害比成年人更
大。 很多专家都曾表示，青少年正处于身心

发展关键期，各生理系统、器官尚未发育成
熟，烟草中有毒物质不仅易使身体发育受到
损害，且会使记忆力减退、思维迟钝、注意力
下降，影响学习。 且不说长期吸烟会造成肺
癌等多种疾患。

孩子是家庭的寄托， 是国家的希望，
是民族的未来。 对教师和家长来说，不在
青少年面前形成吸烟的负面示范，这是首
要的。其次，就全社会而言，为遏制青少年
烟民增多，一要有效遏制各类违法违规烟
草广告，包括禁止烟企利用一切形式搞或

明或暗的促销， 或参与知名品牌评选；二
要坚持执行“禁止向 18 岁以下青少年销
售卷烟”的法规。 事实上，由于监管不足，
打击不力，这一禁售政策目前并未得到有
效执行。 比如在山东，仅有 1.7%的学生买
烟时曾被拒绝。 在青少年烟民达 1400 万
这个令人恐怖的数字背后，很多烟贩子都
在窃笑。

为了我们的未来， 让我们行动起来，从
现在开始，力克青少年烟民增多且低龄化的
社会隐忧！

烟民低龄化的社会隐忧
何勇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