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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申请助学金时，一般都需
要到户籍所在地开具相关贫困证明，该
环节设立的初衷是为了保证申请人的
家庭情况真实可信，在一定程度上保证
了评选的公平公正。

但在实际的操作中，开证明也饱受
学生和家长的质疑。一些学生为了开证
明来回折腾， 周旋于各个部门之间，如
贵州某地曾出现学生跑 7 次都未办成
证明的极端案例。 因此，此次取消贫困
证明的举措，对广大需要申请资助的大
学生来说是件值得称赞的好事。

但这样的便民政策， 也依然让人
存疑。 将原先的贫困证明改为书面承
诺， 也就意味着写了书面承诺的学生
都可以申请贫困资助， 除少部分学生

有低保证明、建档立卡证明外，很大一
部分学生就只靠一纸书面承诺来拿助
学金，那如何认定学生的真假贫困呢？
如何让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得到资助
呢？

贫困补助是一项惠民政策，对于家
庭贫困的学生意义重大。但部分家庭经
济条件尚可的学生，出于“获得额外收
入”等想法，有可能浑水摸鱼获得资助。
这就需要学校通过各种合理的方法，客
观准确地掌握贫困学生的真实情况，比
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于 2004 年在全国
高校中首创“隐形资助”方式，当学生每
月在食堂的消费低于 200 元时，学校就
会自动给学生发放生活补助金。西安交
通大学搭建学生大数据分析与服务平

台，构建了一套困难学生认定和量化资
助模型。这样的资助使贫困生认定更加
精准，并且充满人性化。

同时，一些学校对贫困生的标准认
定，往往缺乏严格的审核，许多家庭并
不贫困的学生也可以蒙混通过审核。这
就需要学校的相关部门严格规范程序、
严查严惩造假行为，结合其他高校的经
验， 制定切实可行的认定规范及流程，
完善相关的网络信息平台、量化认定标
准，建立完善的诚信体制。 同时也应该
教育学生提高自我修养和道德水平，做
一个诚实守信的人。 取消证明之后，只
有花更大的力气做好贫困生精准认定
的工作，才能做到“一个都不能少”“一
个都不会错”。

取消证明后，如何“一个都不会错”
□ 李爱彬

为减证便民、优化服务，教育部日前
发布《关于取消一批证明事项的通知》，
清理取消了 29 项证明事项。 其中，高校
学生申请资助时需由家庭所在地乡、镇
或街道民政部门对学生家庭经济情况予
以证明的环节，改为申请人书面承诺。

（4 月 25 日 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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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椒言辣评

新闻背景：“熊孩子” 在校闹事、
不学习，该如何管教？ 近日，广东省司
法厅公布《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
案）， 首次对中小学教师的管教权进
行了明确———学校和教师可依法对
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甚至采取一定的
教育惩罚措施。 因并未对“教育惩罚
措施”的程度、范围和方式进行明确
规定，草案招致质疑：“教师自由裁量
权过大， 无疑会为体罚开了一个口
子。 ”

（4 月 21 日 《新京报》）
@ 江苏读者孙国维 为人师者 ，

师德高尚才能教好书、育好人，反之，
师德缺失便难以教好书、更难以育好
人。 从这个意义来看，实施“教育惩罚
措施”就要求老师把握好惩戒的 “尺
度”，这个“尺度”的衡量标准就是师
德。 惩戒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降服学

生，而是为了教育学生，让学生明白自己犯
了什么错， 懂得犯错就要接受惩罚的规矩，
有这样的教育，学生将来进入社会后才能做
一名遵守规则、敬畏规则的合格公民。

@ 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曹灿辉 我国
现行的法律法规禁止教师体罚学生，但未明
确教师可以如何管教学生。 没有具体的规
定，当学生犯错时，老师要么睁一只眼闭一
只眼当作没发生， 要么想要管教却束手束
脚、有心无力。广东省出台相关的条例，无疑
为教师合理实施惩罚提供了制度保障，这样
的条例是对教师的保护，也是对学生的未来
负责任。

@ 洞口县第七中学谢建中 惩戒并不
等于“体罚”，老师可以适当惩戒学生，但惩
戒措施最好由师生共同讨论决定。这样做既
能起到教育学生的目的，受罚学生也更容易
接受。 惩戒的目的在于“戒”而不是“惩”，是
为了学生不再犯错。 师生共同制定惩罚措
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培养学生遵守规则的
习惯，将教育融入学校的方方面面，才是对
教育惩罚措施正确的理解和执行。

@ 四川读者严兴才 对 “熊孩子 ”进行
惩戒是必须的，老师必须有这个权力，但对
“熊孩子”的惩戒，一定要明确三点：一是惩
戒条款要细。 在制定对学生的惩戒条款时，
要对惩戒的行为划定界线， 越细越规范越
好；二是惩戒要有尺度。要把握惩戒尺度，保
证学生的身心不受到二次伤害；三是老师进
行惩戒不能越权。老师在惩戒学生时应依规
行罚、依度行罚，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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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倒数第一”
也值得满分

□ 余娅
云南省曲靖市罗平县 17

岁的独腿少年高艳能这两天成
了远近皆知的名人。 在 4 月 24
日的中考体育考试中， 本可以
免考的他“没觉得自己和其他
人有啥不一样”，靠着双拐和一

条腿，不断向前跳跃，最终“跑”完
1000 米。 高艳能的成绩，在同组 10
人中排名倒数第一， 距满分成绩差
距不小，监考老师破例给了他满分。

（4 月 26 日 人民日报官微）
也许有人会问： 体育中考也能

破例？考倒数第一也能拿到满分？若
是新闻中的情况， 回答当然是肯定
的。按照考试制度的规定，身体有残
疾的考生可以申请免考， 这是一份
贴心的关怀， 也是对残疾学生应有
的公平正义。但我们的主角、独腿考
生高艳能却谢绝了制度的善意，主
动要求和身体健全的同学同场竞
技，光是这份勇气就值得打满分。

人生的赛道上不可能一帆风
顺， 对于身体有残疾的孩子尤其如
此， 但面对体育中考 1000 米的赛
道，高艳能主动放弃了“特权”，用数
倍于常人的努力抵达终点。 可以想
见，未来的种种考试、道道难关，他
也能用十倍甚至百倍于常人的付出
来积极应对。正因为“没觉得自己和
其他人有啥不一样”，高艳能不要他
人为自己开“绿灯”，不走可以省时
省力的“捷径”，哪怕成绩排在“倒数
第一”，这份从容自信都是当之无愧
的满分。

笔者以为， 同样值得给出满分
的还有允许高艳能上场的学校和考
官， 他们并没有因为高艳能的特殊
身份，出于“害怕担责”的私心，而将
他排斥在中考的体育考场之外，而
是接纳了这样一位“与众不同”的考
生，鼓励他、陪伴他完成人生赛场上
一场重要的比赛， 并且最终将满分
和掌声作为礼物， 送给这位即将成
年的 17 岁少年。正是他们成就了高
艳能， 也为中考添上了一抹暖暖的
人性光辉。

近日， 杭州市富阳区教育局向
全区小学生发布了《杭州市富阳区
小学“新时代劳动教育”指导建议》
（以下简称《建议》），清晰地列出了
小学阶段学生参加“家务劳动”“校
内劳动”“农场劳动”和“志愿服务公
益劳动”等 4 个方面内容，每个年级
都有适合其年龄特征的 75 件劳动
事项。

（4 月 26 日 央广网）
类似的“劳动清单”已在全国其

他一些学校有过实践，虽然“劳动清
单”在富阳区属于首发，但富阳区的
“劳动清单”并非跟风而生，而是在
长达十年的探索、 总结经验的情况
下发布的，由此可见，不同地方的不
同学校都可以根据实际， 量身定做
属于自己的“劳动清单”。

我们不难发现，生活中有很多孩
子并没有养成劳动习惯，有些孩子连
铺床叠被、收拾书包、擦桌子等基本
的劳动都不会，甚至懒得整理个人卫
生，就连书包都交给家长来背。

有人会说现代社会竞争激烈，孩
子们成天忙于学业，每天都有写不完

的作业，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还
要参加各种补习班、特长班、兴趣班，
连起码的劳动能力都快丧失了。笔者
以为，不爱劳动的孩子恐怕很难爱学
习，也会害怕做作业、害怕思考问题。
因此，热爱劳动从小做起，就显得十
分必要。 如今“素质教育”反复被强
调，而“劳动清单”就可视为课堂教育
的一种延伸，也是对素质教育和让学
生全面发展的一次大胆试验。

从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发现 ，
“劳动清单”就是根据孩子的发展现
状和年龄特点， 有针对性地提高他
们的劳动素养， 帮助他们养成良好
的劳动态度和劳动习惯， 使他们在
劳动的同时，对劳动的意义、对生活
的理解更加透彻，为未来打好底子。

值得注意的是，“劳动清单 ”主
要在课外开展，对此，学校一定要建
立评价机制，及时反馈实施的效果，
对一些具体内容， 需要根据实际情
况而增减， 有针对性地增强劳动观
念、强化劳动实践，纠正轻视劳动、
不珍惜劳动成果的偏见， 使孩子养
成热爱劳动、尊重劳动的好习惯。

“劳动清单”让劳动教育有章可循
□ 刘天放

防近视要少用电子屏

最近，武汉市江夏区某小学的家长向媒体反映，该校每天都会用电子
屏教学，长时间盯着屏幕会不会对孩子视力造成伤害？ 这样的疑问并不少
见，国家《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指出，6 岁前是孩子视觉发育
的关键期，要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尤其是学龄前的儿童，使用电子产
品每天应累计不超过 1 小时。 专家建议，学校应改善教学设施和条件，为学
生提供符合要求的学习环境，采用有利于视力健康的照明设备，坚持眼保
健操等护眼措施，强化开展户外体育锻炼，加强视力健康管理。 石向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