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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
会， 介绍 2022年基础教育重点工
作任务和中小学幼儿园开学有关
工作要求。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
吕玉刚在会上表示，下一步，教育
部将委托有资质的、信誉度高的第
三方机构开展学校落实“双减”工
作的独立调查，并利用督导监管的
平台，接受社会各方面的监督。

若要评选 2021 年十大教育
新闻，“双减”不会跌出第三名外。
2021 年 9 月秋季开学之后，“双
减”政策落地，教师按要求减少学
生们书面作业，减少测试频率，减
轻学生学业负担， 学校按照相关

规定开展课后服务，为家长分忧。
一个学期时间，“双减” 政策带来
的变化“肉眼可见”。 对学生而言，
校内少了家庭作业， 校外少了课
外辅导班， 学习成果验收结果也
不会在班内公布，负担猛卸、压力
骤降，自然举双手欢迎。 对此，一
些家长则表情复杂，他们觉得“双
减”之后，孩子学习的劲头松了，
玩劲上来了，一放学就玩手机，打
游戏、刷抖音，孩子越来越放纵、
越来越难管教了。 包括个别一线
教师，对此也有一些不理解。

谁都知道，从大局来看、从长
远来看，“双减”政策善莫大焉，势在
必行，没有回头路，但巩固、扩大战
果还须步步为营，因此需要一个阶
段性成果来为政策加持。 政策效果
评估，一方面，增加说服力，提升政

策执行顺滑度；另一方面，有利于发
现问题所在，及时给政策“打补丁”。
单说第二方面，“双减” 政策落地一
个学期了， 落在课堂教育和课后保
障层面，比如课堂教学、作业设计、
考试改革、托管服务等，还存在哪些
薄弱环节，需要进一步做细做实，确
实很有检视的必要。及时发现问题、
有效解决问题，“双减” 政策方能行
稳致远。

效果评估如此重要，那谁来承
担这项工作呢？ 教育部表示要委托
第三方，这一做法不常见，体现了问
题导向、目标导向，很有新意。 让有
资质、 信誉度高的第三方机构进行
独立调查、跟踪评价，提高调查结论
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从而提升“双
减”政策的说服力和支持率，这种操
作应提倡。 ①2

“双减”评估
□练洪洋

小学生发红包
□徐汉雄

2 月 13 日， 江苏苏州一名 7
岁小学生将 2 万多元现金放进书
包带到学校，给班级老师和同学们
发红包，老师随后通知家长收回。 2
月 15日， 这名小学生的母亲曹女
士称，儿子上小学二年级，平时性
格大方爱分享， 钱是从家里拿的，
事后已引导教育孩子。

乐于分享的确是好性格，小孩
发 2 万多元红包，就显得有些“呆
萌”。不过，拿这么多钱到学校发红
包，情有可原，却于法无据，牵出如
何管理压岁钱的问题。

如何对待孩子的压岁钱，一直
是个话题，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压岁钱的金额越来越大，小朋
友过年收到的压岁钱合起来数以
万计，已不是新闻，甚至单个红包
过万的也有报道。春节期间，“民法

典解答孩子红包能不能自己保管”
冲上热搜，也显示出“压岁钱”是普
遍关注的话题。

根据法律规定，给孩子压岁钱
属于赠与行为， 应当归受赠人所
有。法律同时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
成年人，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
民事法律行为。换言之，8岁以上的
孩子就有权管自己的压岁钱了，也
可以委托父母保管，父母不能据为
己有，也不能单纯为自己消费。

7岁的小学生，对钱并没有多
少概念，发红包也是模仿他人的行
为。 将 2 万多元钱拿到学校发红
包，从其年龄、心智上，属于无效的
民事行为，他无权支配自己的压岁
钱；即便满了 8岁，这笔钱的使用，
也须经过父母同意。 因此，老师通
知家长收回，是完全正确的。

有专家指出，可以借压岁钱这
个契机，引导孩子形成对财产支配
权的理解以及正确的消费观念、理
财意识， 让孩子学会管理压岁钱，
引导孩子怎么用钱。因为一些家长
平时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导致有孩
子在花钱上“大手大脚”，随意打赏
主播就是常见的现象。

小学生发出 2万多元红包，也
就该对压岁钱压压惊了。 一方面提
倡小额红包，礼轻情义重，意思到位
就行，避免“土豪”式的大红包，另一
方面，引导教育孩子正确对待红包，
不攀比，不显摆，也别“视金钱如粪
土”，随意乱花钱，让人咋舌。 ①2

如果只为博眼球、抢关注，进而背
离保险保障初衷，设计出的产品低价低
质， 甚至根本无法覆盖可能出现的风
险，这种作秀式的伪创新当立即止步。

———随着疫情出现的一款名为
“隔离险”的保险产品迅速蹿红，却很
快就陷入了理赔纠纷居高不下的困
境。《经济日报》对此进行评论。

“有偿救援”等于给广大驴友套上
了规范的“缰绳”，从而倒逼驴友改掉
自己的“驴脾气”。

———据媒体报道， 国内旅游城市
和景区纷纷推行“有偿救援”。 河北新
闻网对此评论说，景区推行“有偿救
援”，还必须遵循生命至上的原则，应
当坚持“先救援、后收费”，在第一时
间实施救援。

为演员片酬制定“国标”，不仅能
增加制作方与明星演员就薪酬问题
谈判时的底气，也能让部分演员漫天
要价时有所忌惮，对整个行业的片酬
水平更能起到风向标作用。

———日前，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印
发《“十四五”中国电视剧发展规划》，
规定每部电视剧全部演员总片酬不
得超过制作总成本 40%。《中国青年
报》对此进行评论。 ①2

本报综合

滑雪医生
随着冬奥会赛程的不断推进，众

多冰雪项目逐渐走入大众视野。 除了
运动员之外， 作为守护参赛选手生命
安全的卫士，中国首批“滑雪医生”团
队同样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

参与“滑雪医生”报名的人群中，
有的英文水平可以担任同声传译工
作； 有的获得专业滑雪二级指导员资
格；有的有 9 年滑雪经验。高标准的选
拔要求，为中国第一代“滑雪医生”高
水平的团队构成提供了基础。

为全力保障运动员的安全，“滑雪
医生” 要携带 15 公斤重的救援包，通
过赛场雪道尽快滑至受伤选手身边，
进行紧急医疗处理。 高难度救援环境
对“滑雪医生”的滑雪技术和体能素质
都有极高的要求。 为达到满足救援的
体能需要， 参加选拔的医生们日复一
日高强度练习， 只为更好为参赛选手
提供救治保障。训练时的层层伤痕，最
终凝结成“滑雪医生”们勇气与奉献的
勋章。 在高山滑雪这个鲜衣怒马的赛
场， 这群上得了救援台、 下得了滑雪
场、英文出口成章的“滑雪医生”们，
以身践行着医者的仁心与无私。 他们
用默默付出、无闻奉献，成就着参赛选
手的竞技辉煌。 ①2

（刘硕）

种草笔记
□余明辉

出门用餐， 先看看网友推
荐；外出游玩，先查查网络攻略。
近年来，在社交平台、分享社区，
各类“探店攻略”“好物笔记”颇
为流行， 渗透生活中的各种场
景。 但一段时间以来，有些商家
通过写手代写、代发，炮制虚假

“种草笔记”，以分享名义植入推
广、变相营销，令人大失所望。

分享某种高品质商品或服
务的真实体验，被称为“种草”。
其中包含的价格、体验、注意事
项等信息，对消费者购物、出行
决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些消
费者“种草”的自发行为，属于第
三方评价，可以节约消费者的时
间成本，因而颇受欢迎。“种草”
客观上有助于增加商品或服务
的知晓度， 但倘若商家乘机介
入， 那就存在诱导消费者的嫌
疑。 雇用写手发布虚假“种草笔
记”，则属于变相虚假广告，违背
了公平竞争原则和广告法规定，
需要进行有针对性的规范治理。

消费者的体验式分享，之所

以能起到品牌推广的作用，关键
就在可信度。 一旦虚假的“种草
笔记”掺杂进来，信任的基础就
不复存在，这种低成本、高效率
的传播方式也就难以为继。 从长
远看， 商家制作虚假“种草笔
记”，其实得不偿失。 因此，除了
相关部门和平台进一步加强监
管，商家也要加强自律，在诚信
经营中谋求发展。 ①2

（作者单位：内乡县退役军人
事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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