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学期开学以后，很多家长在朋友圈吐槽孩
子课业负担重。但值得注意的是，每次叫停作业、
减少作业，也遭到了一些家长的反对。毋庸置疑，
学生作业负担重，首先责任在学校的功利性，一些
地方的教育部门也暗地里推波助澜。但学生作业
减负难，家长也需要深刻反思。

正如一些教育家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子女与
家长的关系是十分特殊的。受传统文化影响，很多
家长将子女看成自己的天然延伸，愿意为他们负

担“无限责任”。于是我们就看到，有不少家长在子
女上学后乐于充当“陪读族”，子女在学习中稍遇
困难，他们就乐于越俎代庖，冲到一线去替孩子完
成和检查作业。

遗憾的是，当这种苗头出现时，一些学校和老
师非但没有叫停，而是选择了“顺杆爬”——— 水涨
船高地提高作业要求。学校和老师这么一“顺”，更
导致了“学生作业”的加码。而面对这种裹挟，身为
家长还真不好说什么，布置作业的老师只需反问
一句“别的家长都愿意孩子做这些，你为什么不
做”。大多数人立马就没词了——— 是啊，在中国当
父母不就该这样吗？

然而，细细想来，这种反问真的站得住脚吗？
绝非如此。家长对子女负有“无限责任”，将孩子的
事看做自己的事，这个道理在传统社会可能讲得

通，在现代社会却是万万行不得。现代社会人格教
育，既重视个人融入集体和社会，同时也强调个体
的独立、自由和权责自负。基础教育当然包含对学
生人格的培养，反映到学校生活中，就是既重视集
体荣誉，也要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干好分内的事
情。比如，作业是学生自己的事，学生应该自己做，
家长不能替学生做——— 当然，批改学生作业也是
老师的职责，家长不能代替老师批改作业。如果学
校教育将教师、孩子和家长的责任混同起来，肯定
极不利于培养孩子清晰的责任意识，不利于孩子
健全人格的养成。

对于那些乐于以“家长作风”给孩子做作业的
父母来说，他们也该想想，这样做真的能给孩子理
想的生活吗？家长今天如果为了子女的学习甘心
放弃自己的时间、精力和事业，未来难免代偿性要

求更多地干预子女的人生。今天代孩子写作业的
此种“家长作风”，明天摇身一变就会成为武断插
手子女事业、婚姻的那种“家长作风”，因为二者逻
辑上是相通的：都奉行的是“你是我孩子，所以你
的事就是我的事”的信条。

从这个角度说，“家长做作业”最大的危害还
不是折腾家长，而是将本已捆绑过甚的中式亲子
关系绑的更紧，为已经在世代间不断轮回重复的
中式家庭悲剧埋下新的祸根。因此，“家长深陷学
生作业”的背后，有传统的子女与父母过分绑定的
亲子关系这一大背景。出一道禁令叫停家长作业
很容易，但想给这种关系“松绑”却任重而道远，它
需要我们这一代甚至今后几代父母和老师的共同
努力。而眼下，不妨先从父母脱身孩子的作业做
起。

杭州市政协委员吕芬芳介绍，据杭州市妇联
在杭州调查发现，家有3岁以下孩子的18-45岁城
镇女性中，有近三分之一因孩子没人照料而中断
就业，高达85 .5%的家庭将“没人照管”列为不敢
生育二孩最大原因。(10月23日《钱江晚报》)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国内迎来了“婴
儿潮”，但仍有很多家庭不敢生二孩。从杭州市
妇联在杭州的调查来看，有85 .5%的家庭因怕“无
人照管”，不敢生二孩。这样的现象值得重视，
因为这些制约原因具有普遍性，不止于杭州一
城。

要让全面二孩政策更好实施，要扭转国人的
低生育意愿，解决幼儿公共托育服务供给短缺问
题是关键。政府应该担起责任，重视幼儿公共托
育服务体系建设。现实中，学前教育并没有纳入
义务教育范畴，而对于早教机构行业，也欠缺明
确的行业标准与规范。政府需要制定早教机构行
业规范，激活早教行业活动，又对其予以必要的
约束，让早教机构能够长足发展。此外，政府部
门也要起到兜底作用，尽可能将教育责任前延至
学前教育阶段，推进幼托服务体系建设，兜底学
前教育，免除家庭生养孩子的后顾之忧。

总之，消除近九成不敢生二孩家庭的顾虑，
政府部门要努力消除他们生养孩子的后顾之忧。
这是在为民众办实事、办好事，是在增强民众幸
福感、获得感，是在解决重大民生问题，这也有
利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结婚摆宴席请大家吃饭，本来是件高兴事，可
新娘小徐却因此有些不快乐——— 公司里18个同
事，大家合起来给她发了1314元的红包，并祝她和
丈夫一生一世。“他们结婚的时候，我最少也要随
礼300块钱，可如今到我结婚，却来这么一出。”小
徐说，自己看到红包的那一刻，顿时有种被欺负的
感觉。(10月23日《重庆晨报》)

时下，有亲朋好友结婚，礼金就是一个绕不开
的门槛。尽管请客送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不
良习俗，早已被国家明令禁止，但人们依然被沉重
的“人情债”压得喘不过气来。

同事“合伙随礼”，折射“礼奴”困境。这显然值
得当今社会反思。当务之急，是要转变人情消费观
念，莫让结婚随礼，成甜蜜负担。虽然办婚宴、送贺
礼自古有之，但是讲究的是个“情”字，主要是起到
沟通感情的作用，形式更重于内容。这样的随礼，
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重质而不重量，回归到情
感交流的本位上来。别让礼尚往来变了味道，让沉
重的“人情债”，压垮了人间美好真情。只有保持文
明节俭的优良传统，婚俗和礼仪才能得到有效传
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远离物质化和功利
化。(文/汪昌莲 漫画/张建辉)

10月20日，“酒泉市人民医院订阅号”发布一
则成功救治一名被多条恶犬围攻咬伤的病危患
儿的信息，并附多张对患儿伤势、创口及手术过
程等情况的无码清晰图片。该图文在微博、网站
被大量转发，引发热议。最初有部分网友指出，医
院直接发布鲜血淋漓的图片不妥，“易造成心理
不适”。而真正将该话题引爆的，是所谓“爱心人
士和动保组织不满医院做法，认为会引发人犬对
立……”的说法。(10月23日《大河报》网)

医院发布无码被狗咬伤后的照片，或许会引
起观看者的不适，但是医院方面早已在文章标题
中提示“谨慎观看”。这并非涉及暴力、色情等违
法图片，而是旨在科普和警醒。正如酒泉市人民
医院方面表示，全力救治患儿是医院责任，发布
这一信息的初衷也是呼吁社会和家庭看顾好未
成年儿童。

笔者作为一名疾控人员，非常能理解医院希
望通过自己的发声，希望这些血淋淋的图片能让
更多的人提高警惕，避免更多人被狗咬伤的心
情。我国每年有大量的人群被狗咬伤，甚至因此
死亡或致残，这种困境是医务人员不愿看到的。
话题的引爆是爱狗人士所说的会引发“人犬对
立”问题，但我们不能让“话题”模糊了事件的重
点。医院的初衷是让人们看到狗咬伤的严重性，
从而真正解决“人犬对立”的现实问题。

目前，我国的犬只管理还处在纸上谈兵的阶

段。上网搜“犬只管理条例”，大多数地方政府都
有发布，但是几乎都成为一纸空文，并没有相关
管理监管机构与人员。犬只咬伤不仅是伤口的疼
痛，还有狂犬病的隐患。在欧美国家被狗咬伤，一
般情况下是无需打狂犬病疫苗的，而在我国狂犬
病疫苗每年要用掉数千万支。狂犬病是一种可防
不可治，死亡率高达100%的疾病，因此狂犬病的
预防是关键，但是它的预防决不能只决定于疫
苗，从源头上治理犬只才是防治狂犬病的关键。

犬只管理过于松散，才是导致“人犬对立”现
象日益加重的主要原因。被伤害过的人厌烦仇视
养狗的人，而养狗的人却又反过来说他人无爱
心，如果所有的狗主人都能按照《犬只管理条例》
来养狗，不带狗到学校、医院、广场等公共场合，
出门时给狗戴上口罩，牵好狗绳，做好绝育和疫
苗，相信怕狗、厌狗人士也能少上许多。同时，合
理的犬只管理也是对狗的保护，笔者在工作中见
过多次因咬伤主人而遗弃犬只的现象，如果狗牌
政策能有效实施，那么随意遗弃现象必会大大减
少。而遗弃的狗大多并未经过绝育，变成流浪犬
再进行繁衍，又是更多的安全隐患。

现在我国的犬只管理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
时候，不容拖延，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尽快设立
专门管理机构，让《犬只管理条例》真正发挥用
处，这是对民众的保护，也是对犬只的保护。如
此，社会恐狗现象和爱狗人士的冲突才会减少。

要想办法消除

不敢生二孩的顾虑
□ 戴先任学生作业减负难，家长也要反思

□ 王 昱

犬只管理

不能只是纸上谈兵
□ 王 琦

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昨天在清华大学举
行捐赠仪式，未来10年内将向清华大学捐资22
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清华大学的基础前沿科
学研究、人才培养和高端人才引进，助力清华
发展。这是截至目前国内高校所获的最大单笔
捐赠。(10月23日《北京青年报》)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社会捐赠是欧
美世界一流大学的主要办学经费来源，而我国
高校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高
校是为全社会培养人才、基础科学研发等，需
要大量的社会资源供给，而高校本身不产生经
济效益，依靠外界力量的支持，社会捐赠符合
高校需求。

统计数据显示，1980-2017年，除去软件类
捐赠外，全国高校累计接受国内外社会各类捐
赠总额高达773亿元。其中，所获捐赠总额在50
亿以上高校有2所。但目前国内高校所获的社会
捐赠存在很大差异性，而且资源相对集中在少
数高校。相比国外一流高校而言，国内高校接
受的社会捐赠比例还不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需要社会各界继续努力。总之，捐赠高
校，多多益善。

捐赠高校

多多益善
□ 江德斌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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