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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七成“临时教师”感到吃力

4 月 2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 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表示，根
据教育部门统计，目前尚在国外的留学
人员有 142 万人， 大部分选择留在当
地，对于一些确实有困难、需要回国的
人员，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措施，逐步
有序地安排他们回国。

（4 月 2 日 新华社）
心系海外游子，中国始终在想同胞

之所想，急同胞之所急。 各驻外使领馆
全面行动起来， 想方设法为留学生调
配 50 万份“健康包”；多地驻外使馆多
次组织与留学生在线交流，邀请权威医

学专家答疑解惑， 为身处异乡的海外
游子排忧解难； 从编写防控指南到搭
建心理援助平台、提供“隔离备用点”，
再到针对歧视、 攻击等极端现象第一
时间提出交涉， 祖国妥帖而及时的支
援，向留学生传递着这样的信息：你们
并不孤单， 祖国始终是你们最坚强的
后盾。

目前，中国在海外的留学人员达到
142 万人， 分布于多个国家和地区，所
在国疫情发展阶段和防控措施不尽相
同，每名留学生的个人状况和需求各有
差异。 中国正努力通过各方合力，构建

起不同层次、清晰全面的支持体系。 从
防疫指导到物资保障，从患者救治到心
理支持，从困难帮扶到领事保护，从协
助决策到回国安置，祖国正稳妥有序地
为留学生提供全方位支援。

随着国外一些地方疫情加重，国家
也始终保持着对形势的密切关注，在困
难危急时刻为海外游子提供庇护。 3 月
4 日至 4 月 3 日， 民航共安排 11 架次
临时航班，协助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国
的 1827 名中国公民回国， 接回人员主
要以留学生为主。中国驻美大使馆也在
4 月 6 日发布《关于就搭乘临时包机意

愿进行摸底调查的通知》， 称如安排临
时航班和包机，优先安排小留学生乘机
回国。 一次次切实的行动与表态，显示
的是中国对于国民的温情与担当。

在困难时期全力帮助海外留学人
员，是国家对国民的责任和爱意，也闪
耀着人性关怀的价值光芒；在复杂严峻
的形势之下稳妥应对、科学施策，则彰
显着一个国家最难能可贵的治理能力。
身处海外的游子， 无论你走到哪里，身
处西东， 祖国都是最能让你安心的后
盾；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都有祖国在
为你遮风挡雨。

你们并不孤单，祖国就在身后
□ 青小平

近来，随着各地陆续复工、部分省市中小
学开学， 一款被称作具有除菌抑菌功效的随
身消毒卡开始在朋友圈里推销。 而在电商平
台，除了消毒卡，家用自测试剂盒等产品也受
到追捧。专家表示，购买防疫产品不要轻信商
家宣传，一些所谓的“防疫神器”实际效果非
常有限，有的甚至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

（4月 6 日《工人日报》）
疫情期间，各种“防疫神器”粉墨登场，套

路也各不相同。要想让消费者免于上当受骗，
最直接的办法是快速辟谣，揭开各种“神器”
的神秘外衣，让它露出本来面目。 此外，对于
借“防疫神器”行骗的违法行为，还得快查狠
打，提高震慑力，降低其危害面。

然而，事后处置往往比较被动，不仅对已
造成的损失难以挽回， 且对那种干几天就收
场的“快闪式”营销，会显得力不从心。 一款

“防疫神器”只要引发社会广泛追捧，可以在
短短几天内销售出大量产品，等到监管到场，
早已销声匿迹。

别看“防疫神器”的种类较多，骗术也各不相同，但
出现的时间和针对的对象，都有明显的规律可循。 骗子
善于见风使舵，疫情发展到哪个阶段，哪种心态在社会
上占据上风，与之相适应的“防疫神器”就会出现，只需
进行简单的沙盘推演，就能够掌握其中的规律。

根据这些规律，可以预见，接下来各地学校陆续复
课，学校将会成为“防疫神器”集中出现的新领域，学生
防护物品、空间消毒产品、学生保健品等，都可能被包装
成“防疫神器”。对此要有所预见，并提前做好防范预案，
在开学前进行防骗警示教育和防疫科普教育，方能未雨
绸缪，将“防疫神器”阻挡在校园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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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消退， 各地陆续公布了
中小学开学时间。返校复学之际，一些
具体问题也浮出水面， 譬如开学后学
生是否戴口罩的问题。 3月 31 日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教育
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对此专门做了
解答：在学校教室里面上课，是聚集性
非常强的场所，要求必须戴口罩；在户
外、在运动场，人员没有那么多，且人
和人之间间隔较大的情况下， 可以不
戴口罩。 上课是否戴口罩这个“小问
题”，居然劳烦教育部的司长在新闻发
布会上郑重其事给出答案， 似乎有些
小题大做，但是，这小题的背后，却是
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

（4月 3日 《中国青年报》）
在国家联防联控机制发〔2020〕

33 号文件中， 对处于人员密集场所，
如办公、购物、餐厅、会议室、车间等，
或乘坐厢式电梯、公共交通工具等情

况下，防护建议是：在中、低风险地
区，应随身备用口罩（一次性使用医
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在与其他
人近距离接触（小于等于 1 米 ）时戴
口罩。 毫无疑问，教室当然属于人员
密集场所， 虽然没有被文件列举其
中，但是，按照常理常识，自然需要佩
戴口罩，况且，学生这个群体更为特
殊，更需强化保护。

疫情之下，戴口罩本是常识，为什
么会成为一个问题呢？细思量，才发现
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因为，随着疫
情形势转好，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导检
查工作时，政府开会时，各级领导先后
摘下了口罩。 对于习惯上行下效揣摩
上意的人来说， 这一信号当然值得关
注和琢磨。 于是，戴不戴口罩问题，隐
隐约约就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而不再
是一个简单的科学问题，常识问题。所
以，学生上课戴不戴口罩问题，才需要

王登峰司长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这样
的正规场合，予以正式回答，算是一锤
定音。

国家发布的《公众科学戴口罩指
引》，作为一个指导性文件，具体要不
要戴，各地应根据当地的疫情形势，以
及具体场景，因地因时，活学活用。 正
如王登峰司长所言： 因为各个地区疫
情防控的要求不一样， 可能每个学校
都会有一些细微差异， 但总体上还是
要确保安全，作为开学的一个前提。

说到底，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是否
戴口罩是个科学问题， 也是个常识问
题。对此需要实事求是，而不是把科学
问题政治化，简单问题复杂化。类似现
象，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也不同程度
地存在。究其根由，主要在于一些官员
缺乏实事求是精神， 对于上级宏观性
要求，没有学深弄懂悟透，习惯于抄作
业，选择性忽略基本常理常识。

不久前，人社部、财政部印发
关于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互
联网+职业技能培训计划” 的通
知， 明确今年将征集遴选一批优
质线上职业技能培训平台， 推出
数字培训资源，并组织待岗、返岗
和在岗企业职工以及离校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 就业重点群体等参
加线上培训。加强线上职业培训，
将更好推动职业教育深入发展。

（4月 7 日《人民日报》）
人的社会性很大程度上是由

其职业性决定的。国家发展、社会
进步， 离不开每一名社会成员的
职业能力；每个人的成长，又几乎
都要通过从事一定职业来实现。
广义上的职业教育不仅包括专业
技能和知识的培训， 更意味着使

受教育者成长为适应社会需求并为社会做贡
献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义务教育和基础教育
之后的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普通高
等本科教育等，都可看作广义的职业教育。 对
于每一名受教育者来说， 通过职业能力的培
养和提升，不仅能实现个人发展，也彰显了一
个人的社会价值。

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凸显。随着
社会分工进一步专业化、精细化，能够掌握一
定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不仅在就业市场上
受到青睐，而且也获得了全社会的尊崇。大国
工匠的故事和精神广为流传， 就给出了生动
的证明。 这也促使全社会重新审视职业教育
的发展和未来。

各行各业的从业者都应具备相应的职业
能力，因此人人都需要接受职业教育。 这样的
职业教育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全民教育。 对此，
构建合理有序的教育体系和相应政策就显得
尤为关键。 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义务教育阶段
之后职业教育的覆盖范围， 特别是为边远山
区和贫困地区的孩子提供职业教育的机会，
确保他们在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之后
就业。

另一方面， 就招收学生和考核学生的方
式而言，应在统一考试的基础上，更多考量学
生的兴趣爱好、特点等因素。 教育实践中，确
实有一部分孩子无论是个人兴趣还是自身特
点，都更适合职业教育。 因此，不妨在义务教
育和基础教育阶段， 就建立起与职业教育相
衔接的课程内容和入学通道， 确保每一个孩
子都能得到适合自己的教育， 以便更好发挥
自身长处和才能。

职业就是一个人的社会角色。 要想扮演
好这个角色， 就必须接受与之相匹配的职业
教育。 而无论教育的类型如何划分，只要能根
据受教育者的特点发掘其潜力、彰显其价值，
就是好的教育， 是真正能够提升我们整个社
会人力资本水平的优质教育。

近期，很多学生一直处于居家学习的模式中。家长
们在扮演父母角色的同时，还要承担起“临时教师”的
责任。 不少上班族家长既得忙工作，又得陪伴、督促孩
子学习，感到压力很大。 日前，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
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2757 名中小学生家长进行的一项
调查显示， 这段时间兼顾工作和孩子学业，72.7%的受
访家长表示吃力，小学生家长尤其感到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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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戴不戴口罩是个科学问题
□ 陆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