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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近视镜学校”让我们沉思
有人认为范家小学的教育模式并不具有“普适性”，在城市里如此“放养”难以升入“重

点”中学。对此我们很难否定，这正是生活的苦涩之处。但这种模式让我们沉思：那种“压榨”

孩子童年、透支孩子健康的做法，到底对不对？

替领导考试被抓，领导真的“不知情”？ 巷 议

□吴元中

太原市千峰派出所近日接到报案，在国
家注册安全工程师资格考试太原 29中考
点，发现一参考人员与准考证以及身份证上
的容貌不符，警方赶到考场将替考人员赵某
抓获。经盘查，赵某称他是替领导闫某来参
加资格证考试的，自己并未获得报酬。而该
领导则表示，其对考试一事并不知情，准考
证和身份证都是赵某帮忙操办的。目前二人
已被警方刑事拘留。（1月1日北京时间）
报道中，赵某称，不是“枪手”替陌生人

考试，而是下属替领导考试。这种情况，一般都
是对领导的授意难以推脱，甚至主动献媚、代其
考试，确实可能不收取报酬。要说领导与下属间
存在利益输送关系的话，一般也是领导运用手
中权力在下属评优、晋升、晋级等方面为其捞好
处，而不是通过个人给付钱币或其他财物方

式进行利益交换，更不可能来往分明。
然而，领导闫某“不知情”的说法则让人

不敢相信。虽说打印准考证之类的琐事可能
交由下属办理，但连身份证也不自己保管
吗？有领导交代仅仅为其打印准考证，下属
就越俎代庖、连考试都一块儿包办的吗？即
使真有如此没有底线的下属，对于这么重要
的资格考试，本人也不可能连考试时间和地
点都不过问。别的不说，仅凭赵某拿闫某准
考证和身份证去替考、闫某并没有前去考试
这一点，公众看了也就懂了。
替考自2015年就已入刑，“两高”《关于办理

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明确规定，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国
家教师资格考试、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会
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等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属于
“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闫某与赵某都被刑事拘
留，相信等待他们的是法律严惩。
此案无疑也敲响警钟，下属与领导本是

工作关系，不按工作要求和法律规定行事，
而是为讨领导欢心丧失底线，甚至连违法犯
罪都在所不惜，最终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就
像这则新闻中，东窗事发后，该“领导”也毫
无底线，想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这既是案
子，也是一出闹剧，既见法律，也见人心。

最近，微博上一位百万粉丝的育儿
博主“粥悦悦”，因为自己6岁的女儿没
有完成“学习任务”，按照之前的约定，
全家其他的人开车去了珠海长隆游玩，
唯独把女儿一个人留在了广州的家里。
（1月1日央广网）
本想分享或炫耀一下育儿心得，结果

却搞砸了。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坐拥百万粉
丝的育儿博主至今都没真正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无规矩不成方圆，育儿同样如此，但讲
规则不是走极端。6岁女儿没完成“学习任
务”，被惩罚独自留家里，而全家其他人远
游，就是走极端的典型。即使有远程视频监
控，即使有愿意帮忙的邻居，此举的风险也
几近“爆表”。一旦出现意外，家长鞭长
莫及，悔之晚矣。
除了显见的安全隐患，这位妈妈的

行为已涉嫌违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
重要原则之一就是“适应未成年人身心
发展的规律和特点”，让6岁孩子单独留
家中至深夜，已远远超过了正常孩子的
心理承受能力。 陈广江

□本报评论员 王学义

范家小学是一所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利
州区的乡村小学，只有51个学生，但它有一处
特征让不少人惊讶不已：没有一名学生戴眼
镜。2019年12月17日下午，范家小学的学生
在教室里捉迷藏，黑板上写着提示：今天的
你坐端正了吗？（1月1日《中国青年报》）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2018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儿童青少
年总体近视率为53 . 6%，其中小学生的近视
率为36%。相比之下，范家小学的近视率，显
然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因为这种现象，
这所大多数孩子都是留守儿童的乡村寄宿
制小学，名声不胫而走。在刚刚过去的2019

年，外地的家长、教师、学者不断前来，希望
汲取一点儿教学经验。最热闹时，每周有3天
要接待访客。
范家小学是怎么做到的呢？校长张平原

说，学校并未刻意去预防近视，都是“常规的
预防”。他认为：“这个主要跟孩子玩耍的时
间长短有关。”在这里，除了每天上课的5个
多小时和睡觉的11个小时，孩子们可以任意
在室外玩耍。即使是上课，也有三分之一的
课是在室外，包括体育课、自然观察、乡土课
程。这种“放养”状态，很容易让我们想起自
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快乐童年。一项刊发
在《自然》杂志的研究分析：近视发生的主要
原因，正是人缺少在户外度过的时间。
事实上，范家小学也并非人们传统印象中
的乡村小学。这里并不缺乏电子产品，学生人
手还有一台平板电脑，每间教室一台电脑，供
师生查阅资料。电子产品在这里被充分使用，
但也会被管理起来，平板电脑大多数时候用于
教学，课后老师们会收起来统一管理。课上，老
师们也会不时碰碰孩子的头，提醒他们保持眼
睛与书本的距离。从学生学业成绩来看，在全
区30多所小学里，范家小学能够排到中上游。
有学者称范家小学“让教育回归了育人

的本质”，但也有人认为这种教育模式在国
内的教育环境下，并不具有“普适性”。言下
之意是，如此“放养”很难在城市激烈竞争中
取胜，很难升入“重点”中学。对此我们很难
否定，这正是生活的苦涩之处。但范家小学
的模式也让我们沉思：那种“压榨”孩子童
年、透支孩子健康的做法，到底对不对？日夜
困扰我们的剧场效应、教育焦虑，何时才能
摆脱？是否非如此不可？
一些人已经开始行动。比如报道中提

及，2019年秋季开学时，范家小学迎来了从
外地转来的11名学生。很多地方也高度重视
孩子的视力问题。比如，青岛市教育局等九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青岛市全国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改革试验区实施方案》。而从全国
范围来看，如何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改善视
觉环境、保障学生睡眠时间、强化户外体育
锻炼、加强视力健康管理等，也成为公众广
泛关注的问题。
而今，教育竞争已呈白热化。为人父母，

只希望这种竞争是良性的、健康的。在刚刚
步入的21世纪20年代，希望教育方式少“压
榨”一点孩子的童年，让他们看得更远一些，
未来也会走得更远。

把6岁孩子单独留家
如此育儿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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