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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常常有一些事情耐人寻味。
前些天我下班回到家，正在厨房做饭，

忽然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两位男士站在
门口，其中一位笑吟吟地说：“咱们小区业
委会改选，请您投票。”然后拿出一张选
票，接着说：“这上面几位，希望您能同
意。”

面对陌生的名单，我有点懵。旁边那位
也热情地开腔了，说道：“您是我们小区的
老住户了，人缘特别好，一看就有知识有文
化，您女儿也特别优秀，我常和邻居提及你
们，大家都很羡慕你家。”

我看看眼前这位男士，脑海中实在没什
么印象，我只得笑笑，男士继续说：“我常
看到你们一家三口，素质高，文明人，特别
提升我们小区的层次水平。这个名单，您签
个名就行，我们就不打搅您了。”

半推半就间，我签上了名字，回到厨
房，妻子问：“谁呀？”我摇摇头说：“不
认识，说是竞选业委会的。”妻子纳闷地
说：“看人家显得和你和咱家多熟啊，你是
不是脸盲？可别让人觉得咱冷漠，装清高，
拒人于门外。”

过了几天，我和妻子去物业办公室交物
业费，正好看到那天去我家送选票的两位男
士，翘着二郎腿在屋里吞云吐雾，高谈阔
论，我主动打招呼说：“两位都在啊。”想
不到两人没理我这茬，继续自己的话题。

我交完物业费出门，妻子问：“你刚才
和谁打招呼啊？认错人了？”我说：“我还
以为我声音小，人家没听见呢。”妻子说：
“你声音不小。”我说：“这就尴尬了，这
两人那天到咱家送选票，那么热情让我措手
不及，今天这么冷漠又让我措手不及。”

两位竞选者“前恭后倨”，让我和妻子
觉得既可悲，又好笑。

□青岛市 姜云霄

这样“前恭后倨”冷人心

8月13日：6版《黄金地段不建楼盘建公
园》，文中第1栏第3段第1行至第2行“有着
大片潋艳的湖光的岚山区青鸾湖公园”，
“潋艳”应为“潋滟”。

8月10日：10版《百年风雅中的国魂家
魂》，文中第3栏第1段第4行至第5行“事后
证明了黄万里之真知酌见”，“真知酌见”
应为“真知灼见”。

□济南市热心读者 黄贻生
8月13日：2版《这家社区医院“居家医

康养”全国领先》，文中第4栏第4段第2行
至第3行“从单纯的医康养服务上门过度到
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的构建”，“过度”应
为“过渡”。

8月12日：3版《里拉对美元汇率大跌
土方“应战”》，文中第2栏末段第2行至第
3行“埃尔多尔10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
话”，“埃尔多尔”应为“埃尔多安”。

□海阳市热心读者 曲延纯
8月12日：4版《乡村振兴看滕州》，文

中第4栏第2段第5行至第6行“记者者发现，
这里既有城市小区的所有功能”，应删去一
个“者”字。

8月10日：9版《郭培正：红辣椒连着黄
海天山》，文中第2栏第7段中提到“1978年
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会上确定
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上来 ,提出‘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
起来’的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这一口号是邓小平同志1985年提出的。

□临清市热心读者 陈成江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市民乘坐高铁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出行体验？
日前，有读者向本报反映说，鲁北某县已经

开通高铁很长时间，可是至今高铁站都没有
通往县城的公交车，而高铁站距离县城2 0多
公里，群众出行坐高铁只能靠打黑车，动辄
就是几十块，这样状况还要持续多久？记者
调查发现，当地高铁站已经开通了公交车，但
由于接驳方面存在问题，还影响着市民的出行体
验。

8月14日上午9点41分，记者乘坐D1644次列
车来到该县高铁站。这是当天第三趟在此停靠的
高铁或动车。

记者一出站，就有人向前询问：“坐车
吗？”

“什么车？到县城多少钱？”
“40元，到县城有40多里路呢……”
拒绝这位黑车司机的“好意”后，记者在出

站口附近发现了一处公交站牌：从早上9点到下
午5点30分，每半小时一班，采取循环发车。

于是，记者来到车站询问工作人员：“公交
车在哪儿乘坐？（公交车）什么时间能来？”

该高铁站工作人员表示，有公交车，就在东
广场前边，但什么时候来车就不知道了。

看着记者要坐车，有三四位司机过来“游
说”：公交车太少了，一个小时来不了一趟，开
车送你吧？

一位网约车司机表示，早上8点半左右，自
己从县城拉客人到了高铁站，一直到现在还没见
到公交车呢。

他说，“这个高铁站在当地五杨庄村附近，
公交车是从县城到当地乡镇的城乡公交，只有车
站客人多的时候，公交车才会进来绕一圈，是顺
便捎人的。”

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乘客，他们有的表示
“不知道有公交车”，有的表示“不知道怎么
坐”。

一位乘坐D1623次列车前往济南的女士表
示，如果没有家人开车送站的话，大家都是坐出
租车或者网约车，差不多就是40元，下雨天更贵
一点，“真是不便宜”。

还有一位乘客表示，“高铁站周边基本上没
有什么配套设施，偌大的广场没有一个厕所，进
车站需要有车票，有时候真急死人。”

记者购买返程车票后进入车站，发现车站内
候车人员并不多，多的时候七八个人，少的时候
只有两三个人。

据高铁站工作人员介绍，该车站于去年底启
用，今年7月1日起实行了新的列车时刻表，目前
共有31趟列车在此停靠，“每天客流量在300人
左右”。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当地还有一个老火车
站，目前客流量有1000人左右。“高铁交通接驳
不方便，有的人去济南等地，还是选择老火车站
乘车。”

他认为，目前的城乡公交路线设置不合理，
很难有效运输高铁乘客。如果能开通从汽车站到
高铁站的直达公交，途经多个人口密集区，高铁
站的客流量会大大增加。

此外，在公交车下午收车后，该高铁站还
有七八趟列车停靠，下午的乘客就只能选择
出租车了。

12点04分，在等待了近2个半小时后，记者
终于看到一辆城乡公交车驶进了高铁站。

在接下来的20多分钟里，该高铁站将依次有
四班列车停靠，这也是乘客下车的一个“高峰
期”。

公交车怎么这么长时间才来？公交车司机表
示，“我们都是个体（运营）的，一趟火车下来
三五个人，（公交车）绕进来拉人，成本核算还
不够油钱，没赚头就不跑了。”

该县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当地有
3个公交公司运营，一个是股份制两个是私营
的，“有2个公司的14辆城乡公交，进入高铁站

输送乘客”。
这位负责人表示，省市级的大型客运站，长

途、短途客车以及换乘车都会有，而小型火车站
设立一个服务通道方便出行就可以了。“随着旅
客的增加，高铁站的相关服务设施也会逐渐配
齐。”

目前，我省正在规划建设“三横五纵”快速
铁路网，山东未来将实现市市通高铁，这将更加
方便群众出行，但交通接驳问题也显得更加重
要。

今年初，国家发改委出台《关于推进高铁站
周边区域合理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强
化城市内外交通衔接，加强新建高铁车站城市公
共交通配套线路和换乘设施建设，实现与城市建
成区、城市其他重要综合交通枢纽之间的快速连
接、便捷直达。

一位交通行业人士告诉记者，目前有专家学
者在研究高铁站交通衔接问题，但从政策层
面来说属于“监管空白”。“一个城市建设
高铁站，当地都会成立指挥部协调作战，但
当高铁站建成或投入使用后，配套服务工作
回到相关部门，车站说自己只负责站内管
理，相关部门只负责自己的工作，就会出现一
些衔接问题。”

如此一来，高铁站与公共交通接驳不力，旅
客下了高铁就会不便，也会影响高铁的效用，可
谓“双失”。

高铁方便了群众，但交通接驳应该更加便利———

高铁站外，一上午等来了一趟公交车

□ 本报记者 王红军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平板电脑等移动
终端进入课堂，争议也随之而来。莱芜市第二实
验小学一年级学生家长向本报反映：“有必要
吗？”

全校半数学生选择智慧班

8月31日，根据“一年级新生入学需知”，
王婧（化名）带着女儿到莱芜市第二实验小学报
到。原本以为是新生报到的日子，却是有关
人员推介解答智慧课堂。最后，不报名的家
长可以离场，报名的家长从另外一个门口排
号、交费。

王婧选择让女儿加入智慧班，但除了需要个
人支付平板电脑以外，她还认为学校的做法有待
商榷。

她说：“在学校里宣传，介绍时也不太客
观，过多地说智慧教室的好，其弊端一概不提。
说是让家长自愿报名，但家长会认为好老师会向
智慧班倾斜，最终有400多名家长报名了。”

一位没有报名的家长认为：“每个孩子只专
注于自己眼前的屏幕，缺失的是跟老师最直接的

交流。”
“智慧课堂最重要的应该是引进名师资

源。”这位家长说，“难道老师非得借助平板电
脑才能有效发挥？互联网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
在这里就能接触到全国名师的课堂教学，这样才
是我们想要的智慧课堂。”

据了解，莱芜市第二实验小学从2016年开始
智慧教育试点，最初只有三四年级的3个班成为
智慧班，目前已经扩展到4年级2个班、3年级4个
班、2年级5个班。今年新生有15个班（小班额）
左右，最终智慧班达到了10个。

今年，该校在校学生2500人左右，有一半左
右的学生选择进入智慧班。为此，全校在网络、
服务器等方面的投入已经超过百万元。

该校有关负责人表示：“选择智慧班，家长
都是自愿的，自己提出申请，自己去交钱，然后
学校把学生编入这个班。”

“智慧教育”是趋势

9月5日，在新生入学第三天，记者来到了莱
芜市第二实验小学，一年级学生正在进行入学规
范教育训练，主要是列队、上课等学校习惯的养
成。

该校有关负责人表示，学校一二年级学
生上课并不使用平板，只是接入了网络平
台。小学生需要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握笔
姿势，不建议低年级学生使用平板电脑，他
们的写字、写作都还是纸质的。智慧班报名
时，学生家长向信息公司缴纳的 4 5 0元是小
学 5年的网络平台使用费，其他设备不在要
求之列，只要自己有平板电脑对接网络平台

即可。
“学校开设智慧班的争议，主要在于观念问

题。”该校有关负责人说：“智慧班与普通班在
师资配置上平衡搭配，有许多优秀教师都在普通
班教课。智慧班与普通班的区别，就在于使用网
络平台，能够利用平台实现师生互动，带动了课
堂教学效果的提升。用不了三五年，他们就都能
接受了。”

“智慧教育已经是大势所趋。”山东师范大
学教育学部教育技术系副主任李逢庆说，从1993
年开始教育信息化，我们走过了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信息高速公路以及资源建设等主要阶段。而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首次明确指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
具有革命性影响”，过去信息技术被看作是工具
和手段，现在到了构建智能化学习生态的新阶
段。

李逢庆表示，从2015年开始，基于平板电脑
的智慧课堂，在全省已经有 3 0多家中小学开
设。今年4月，教育部印发《教育信息化2 . 0
行动计划》，其内容包括智慧教育创新发展
行动，就是要用信息技术优化教学、重构教
育生态，立足点就在学生课堂上运用移动终
端，云教学系统等。

他说：“学生在课前学习，课堂上以师生讨
论、交流、点评为主，有利于学生知识的掌握和
能力的提升，这在很多学校已经得到证明，也有
相对明显的数据变化来支撑。”

需正视推进中出现的问题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建设智慧课堂是教育趋

势，但试点和推进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不容忽
视，家长反映的问题也需要重视。

莱芜市莱城区教育局基教科有关负责人说：
“智慧教育还处于摸索阶段，目前区里学校都是
借助外地学校经验建设，是学校自主行为。但
是，有些人认为其有弊端，比如小孩的自制力太
差，有的学生带平板电脑回家打游戏，自制力强
的学生会好一点。”

莱芜市第二实验小学有关负责人认为，这需
要家校沟通。教学平台能够实现远程客户端
管理，不仅能够在课堂上进行黑屏管理，还
可以进行家庭监控及锁屏。实际上，无论是
学校还是家长，都有教育和管理孩子的职
责，需要共同来教育孩子正确合理地使用平
板电脑。

不久之前，国家多部门起草了《综合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要求
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而这也成为家长质疑智慧
课堂的原因之一。

李逢庆认为：“低年龄段的孩子，教学还是
应该尽可能地以纸质为主，一是孩子的自控力较
差，二是视力保护也是问题。”

他说：“教育改革的难点在于，不改革跟不
上时代潮流，学校会很纠结；如果改了，家长就
会有不同意见。因此智慧教育一定要做好家长的
引导工作，整个过程要尽量公开透明，经得起质
疑。”

“此外，随着智慧教育的普及，学生需要在
课堂、家中常态化地使用平板电脑这已经成为基
本的学习工具，会涉及到收费问题，尤其是
在义务教育阶段涉及是否乱收费，我了解到
的一些学校的处理方法是，在给家长动员时
不做任何评价，让家长来现场观摩，家长自己来
选择。”

专家认为，“智慧教育”是趋势。

但要公开透明，做好引导工作，同时要正视推进中出现的问题———

智慧教育推广需多些“智慧”

□ 本报记者

在济南市曲水亭街百花洲畔，小兴隆街22号
院是远近闻名的“泉水人家”，古朴整洁，
接待过无数中外游客，还成为不少影视剧的
取景地。但房主王贝玲夫妇反映，就是这座
著名的老宅，其中一处厢房自1 9 7 0年一直被
街道办事处占用，至今未落实政策予以退
还。

2017年10月15日历下区大明湖街道办相关人
员答应给个“说法”，但再无回音。

9月8日上午，记者来到小兴隆街22号院，看

到四合院西南角的门头房开着门，住着人。
王贝玲说，住的是办事处安排进来的保洁
员。

这座门头房与2 2号院生机勃勃的风貌可
谓格格不入：房屋外貌简陋，防盗门和铁窗
棂锈迹斑斑，台阶和门框的墙皮脱落，显得
破败不堪。王贝玲说，这间房屋之所以未和
老院一起修缮，只因长期被街道办事处占
用。

王贝玲家的这座独院，是其姨母安淑贞1949
年买下来的，后赠予王贝玲之母安静秋。王贝玲
拿出1950年4月15日取得的、盖着“济南市人民
政府”大印的房契，指出上面所登载的“小兴隆
街十八号门面一处”，就是现在被占用这间
的南向门头房。后来政府重新编了门牌号，
改成了小兴隆街2 4号。房契登载的“十六号
院”是四合院大门的老门牌号，开门朝西，
后来改成了22号。

记者注意到，房契上记载的房屋四至范围，
“十八号门面南至街心，西至杨鸿勋，以夥天沟

为界”，所购四合院显然是包括这座南向门头
房。再从建筑结构上看，这间南向门头与西墙、
大门紧紧相连，共用山墙，一体建造，不可分
割。

王贝玲说，1970年，这间南向门头被街道办
事处占用，当时负责人说“此房暂时借用”。
1980年9月1日，济南市人民政府转发济南市房管
局《关于解决我市市区“文革”期间接管占
用 私 房 问 题 的 几 点 处 理 意 见 》 （ 济 政 发
〔 1 9 8 0〕 1 6 9号），该《处理意见》的第 4
条，专门就街道占用私房作出了规定：凡属
街道和单位占用的，原则上应腾出原房，退
还房主。

19 8 5年起，王贝玲之母安静秋多次去办
事处请求，希望能落实政策，退还房屋。但
是办事处反复推脱不还。1 9 9 2年，济南市房
管局组织为私房换发新版的房产证。王家的
其他房间都顺利换证，只有南向门头却无法
换证。他们被告知，此房被办事处办了房产
证。

2015年3月，王贝玲夫妇将房契等书面材
料送到大明湖街道办事处，请办事处拿出
1 9 9 2年办理房产证的合法手续，如买卖、继
承、赠予等能证明合法来源的证据。一直未
等来答复， 2 0 1 5年 1 0月、 2 0 1 7年 3月双方曾
发生冲突。

王贝玲说，2017年10月15日，大明湖街道办
信访工作人员来到王贝玲夫妇家做工作，“说是
让我们放心，肯定有办法，等着就行”。但近一
年过去了，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与老两口主动联系
过。

8月1日，记者联系到大明湖街道办事处咨询
此事，相关负责人答复称：街道办对房屋的态度
一直不变，即：产权材料齐备。如有异议其可去
法院起诉。

记者咨询济南一资深律师，得到的答复是：
因落实政策而引起的房屋纠纷，应由各级政府主
管部门解决，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就这个纠纷
看，即使能证明合法权益受到他人侵害，也只能
由政府主管部门解决。

家传四合院被占一角，两代人33年讨要无果———

“泉水人家”一院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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