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逐年淘汰住宅用地占比过高、有房地产化
倾向的不实小镇”“逐年淘汰特色不鲜明、产镇
不融合、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小镇”……近段时
间，江苏、陕西、云南等省先后发文，对特色小
镇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规范，强调特色小镇必须
产业立镇，不能借特色小镇之名搞房地产开发。

特色小镇是个新概念，非镇非区，不是行政
区划单元，也不是产业园区，而是相对独立于市
区，有明确产业定位、文化内涵、旅游特色和一

定社区功能的发展空间平台。在我国，特色小镇
发端于杭州云栖小镇，这种在块状经济和县域经
济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创新经济模式，以独特的产
业“特而强”、功能“聚而合”、形态“小而
美”、机制“新而活”，实现了“生产”+“生
活”+“生态”一体化的聚集，得到了政策层面
的肯定和支持，也受到了各地各方面的热情追
捧。

特色小镇在较大范围内快速生长，却也良莠
不齐。有的地方，打着各种特色小镇旗号，没有
什么特色产业，房子搞了一大片，加大了房地产
库存；有的盲目“跟风”抢特色小镇“帽子”，
把特色小镇当作融资平台，不是先有产业、后建
小镇，而是先建小镇、后引产业；有的大干快上
造景观、炒概念，纯粹是花样盖房子、卖房子；

有的特色小镇主要由房地产商开发建设，房产商
以特色小镇为名获取廉价土地，最终仍是为了建
房子卖房子，不少人对特色小镇的“房地产化倾
向”“假小镇真地产”现象表示担忧。

建设特色小镇，肯定是要盖房子的，没有房
地产就形不成一个小镇。但是，特色小镇之
“特”，绝不在大片房子上，而是在特色产业
上。无论休闲旅游、商贸物流，还是现代制造，
或者教育科技、传统文化，所有特色小镇都是建
立在特色产业基础之上，建设特色小镇也是为了
推动特色产业更有质量地健康发展。这几年，浙
江诞生了10个产出超百亿元的特色小镇，就在于
立足数字经济、高新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
业，坚持产业立镇。特色小镇，有“宜业”“宜
居”“宜游”三大要素，而“宜业”始终是排在

第一位的，“宜业”之业不是房地产业，而是集
聚创新要素的高质量特色产业。特色小镇因特色
产业而兴，没有特色产业为基础和支撑，聚不起
人气，造出的新镇就可能会变“空镇”。令人担
忧的是，一旦房地产开发成了特色小镇的主要特
色，势必造成地价上涨、租金哄抬，最终也会把
特色小镇里的真正特色产业排挤出去，这样的特
色小镇也背离其建设初衷。

特色产业是特色小镇的成长“基因”，特色
小镇不能被房地产“绑架”。以推动特色产业健
康发展为核心，加强顶层设计，强化政策引导，
严控房地产化倾向，严禁违法违规搞圈地开发，
保证特色小镇健康发展，推动特色产业大有所为
而不是房地产大作为，是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的
重要责任。

“也许我并不需要考哈佛北大，只要快乐就
好。”“人家还没绽放才华呢，就被选为‘没用的
人’。”昨天，一篇小学生作文《藏在角落里的我》走
红微信朋友圈，小作者在写作中流露出独立的思
考与平和的心态，被网友称为“一股清流”。（10月25
日《钱江晚报》）

名叫尤逸轩的小学生在这篇所谓“佛系作文”
中频频爆出“金句”。比如谈到理想，她很幽默，“长
大想当木匠，如果你有糖，我还是很想吃的。”提到
考试，她也有小烦恼，“人家还没有绽放出才华呢，

就被选为‘没用的人’。”
现代社会当然应是一个名家辈出的时代,然

而，如果只有钢琴家却没有制作修理钢琴的，只有
主角却没有跑龙套的，诸如此类，无论如何不算是
一个健全的社会。那么，当我们的孩子都奔着名牌
大学去，谁来做“藏在角落里的我”？当现今孩子的
成长为浮躁功利时风所裹挟，这篇“佛系作文”的
回答，确实是“一股清流”，让人引起共鸣，也正因
此不出所料地“走红”。

(文/钱夙伟 漫画/张建辉)

近日，河北衡水市教育局发布了《关于做
好中小学幼儿园家校联系通信软件使用与管理
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要求家长不得对教师
进行“拍马屁”式的回复、通信群不得做聊天
使用、咨询应自行避开休息时间等。为家校联
系通信立下“规矩”，引发了广泛讨论。（10
月25日新华网）

随着网络科技日新月异，家长群便应运而
生。但“家长群”是把双刃剑，不可避免带来
副作用，给老师和家长增添不必要的烦扰。在
日常教学工作中，教师不仅需要向家长们传达
各项通知，有时还与学生家长单独交流，无形
中增加工作负担，还要在家长群里发各种链
接，更要做到谨言慎行；其实，别说老师觉得
有负担，就是家长们也不轻松，生怕错过哪条
重要信息，更担心自己的回应不及时会引起老
师不满，更别提从别人交流中引发的各种焦虑
了，如此，无疑使得教师建群的初衷“变了
味”。

构建良性的家校共育局面，要正视、引导
和化解老师和家长的焦虑，而不是有意无意地
利用这种焦虑。虽说“家长群”建群的初衷，
是拉近家校距离和降低沟通成本，但仍需要老
师和家长能够相互理解，不断磨合和学习这种
沟通方式，卸下那些不必要的负担。一方面，
为了避免信息过多过滥，反过来影响效率，必

要的规矩还是要有的。譬如，对于广告以及各
种抽奖、点赞和投票等无关信息，一律禁止发
送；另一方面，为了避免重复信息过多，也可
以要求“无特殊注明不必回复”；对于有些家
长的“过分”要求，如随时咨询孩子情况，要
求发照片和视频等，则可以在群里事先表明态
度。相信只要老师立好了规矩，家长们多数能
理解和遵守。

家长群并无原罪，关键在于厘清学校教育
和家庭教育之间的责任与界限。在家长群里，
老师发言的分量毋庸置疑，当群内出现不好的
苗头时，老师应主动、及时劝阻。除了此类在
微观层面实施具体措施外，还有必要从宏观层
面加强顶层设计，尽可能厘清学校与家庭的权
责边界、角色分配，让家校双方各得其所、各
尽其责。具体来说，就是学校要努力提供更多
均等化优质教育资源，家庭要努力为孩子提供
良好成长环境。二者优势互补，不能相互代
替、彼此不分。学校要尽职尽责地做好本职工
作，加强师德师风教育，强化教师职业道德，
提升教师人格品质和社会形象，净化教育生
态。家长也要理性看待家校互动，关注和配合
学校教育但不能过度参与、干涉及包办。回归
家长群的正当职能，摒弃功利化思维，双方相
互协调又各尽其责，才能真正实现家校共育的
教育目标。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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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不能被房产“绑架”
□ 孙秀岭

“家长群”要想不成为负担

需要家校良性互动
□ 吴学安

10月24日,《广州市就业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在广州市人社局官网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意见
稿，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
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保的，可享受社保
补贴，与每人每月200元的一般性岗位补贴。（10月25
日《新快报》）

在任何地方，都会有“就业困难人员”。如何让
“就业困难人员”也能自食其力？广州市新出台的
“招用就业困难人员有奖”，让“就业困境”的“疑无
路”变成了“又一村”。根据意见稿，在广州用人单位
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包括符合当年度政策性安
置的随军配偶，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办
理就业登记并按规定缴纳社保费的，依照“先缴后
补”原则，只要为“就业困难人员”实际缴纳“五险一
金”的，都将根据签订劳动合同的期限给予用人单
位每人每月200元的一般性岗位补贴，并且享受社
保补贴。这给了企业一个最大的“政策红包”。虽然
这笔钱并不多，却能够纾解企业的部分困难，更大
的意义则在于让企业看到了政府的诚心，这样就
能激发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的积极性。

对于企业而言，政府的善意是一种导向，这种
导向又激发了热情。对于“就业困难人员”来说，也
开启了人生新的起点。依靠双手实现幸福生活，总
要比一辈子吃救济、靠帮扶，要舒心得多。“招用就
业困难人员有奖”，释放人性化温度，值得各地推
广借鉴。

南宁一名初二男生李某军，围殴、持刀追赶同
学，还自称“老大”经常犯事，“班主任讲他几句，他
都要冲上来打”，学校常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和心理
疏导，并多次叫他父亲到校沟通，“最终还是没起
到效果”。（10月25日《南国早报》微信公众号）

近年来，未成年人欺凌、伤害、滋事等事件屡
有发生，且多数案件情节极其恶劣，既给受害人带
来严重伤害，也让公众不寒而栗。之所以出现这一
状况，还在于相关规定存在疏漏。根据当前刑法，
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无论犯多大“罪行”，均无
需承担刑事责任。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满14周
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不满16周岁的，
不执行拘留处罚。根据义务教育法，学校也无权开
除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因此，一方面是具有威慑
力的执法机关不能处罚犯错的“熊孩子”，另一方
面是学校也拿其没办法，打不得骂不得。

这种现象严重突破了公众的朴素善恶观和正
义观，是对受害人的极大不公。具体到南宁这件
事，当务之急是有关部门理当协同配合，将不断作
恶的“熊孩子”送入工读学校，让其接受行为矫正
和心理干预。长远来看，不妨将刑事责任年龄降低
至12周岁，将承担治安管理处罚责任年龄也相应降
低。这是对受害人的负责，更是对全社会的负责。

“招用就业困难人员有奖”

释放人性温度
□ 郭元鹏

对不断作恶的“熊孩子”

不能没法治
□ 史洪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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