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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暑假开始还有大半个
月，一些研学机构推出的大凉
山支教研学项目却早已售罄。
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研
学机构将大凉山的孩子包装
成“寻求支教老师的学生”，并
推出“7 天收费万元就能拿到
志愿者公益证书、乡村助学研
学报告”的研学项目。

支教，顾名思义，就是支
援落后地区教 育工作的行
动。 一开始，支教行动多由国
家相关部门、 各大学组织发
起。 后来，民间公益组织、志
愿者团体也纷纷组织支教活
动，形式不同、主题各异的支
教活动遍地开花， 大凉山等
地区成为支教热门地。 据多
家公益组织观察， 蜂拥而至
的支教志愿者， 俨然成了大
凉山的另类“特产”。

支教活动掀起热潮，积极
意义自不待言。 支教志愿者
中，大多是真的关心落后地区
孩子的教育和成长，希望能够

尽自己的一分力量，帮助这些
孩子获取知识、 开拓视野，为
他们打开心灵的窗户、插上梦
想的翅膀。 这一过程中，志愿
者们也会被山区孩子的纯真
和乐观所感染，在艰苦的环境
中磨炼意志，在交流的回响中
汲取力量。

正因为支教是一场真诚
与信任的双向奔赴，那些利用
支教来镀金、赚钱的行为就显
得更加丑陋。 一些研学机构打
着“公益”的旗号，高价售卖大
凉山支教研学项目，根本不管
孩子们需要什么，也不管来的
人能不能教，将食宿条件不好
当成卖点，把大凉山的学校当
成游玩的景点，把山区孩子当
成摆拍的背景板，没有丝毫育
人助人之心，“开单”才是最重
要的。

在这样功利性的炒作下，
出现了一批“纸面支教”者。 他
们花大价钱购买支教研学项
目，却并不愿意深入一线教学，

而是把讲台当成舞台，上
去溜一圈， 唱几首歌，说
几句英文， 然后拍照打
卡，拿到支教证明，为自
己的前途铺路。 这样的

“支教”者，不但不能给山区孩子
带来正面的影响，还会干扰他们
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伤害他们的
自尊心， 扭曲他们的价值观，危
害深远，应该大力整治。

支教活动发展到现在，应该
是越来越专业、越来越规范、越
来越纯粹。 山区教育当然需要
扶持和帮助， 但是具体需要哪
些方面的扶持和帮助， 应该多
倾听学校和学生们的心声。 真
正热心公益的人们， 会努力提
高自身的专业性， 全心全意为
孩子着想， 用自己的光照亮孩
子们的心灵， 让他们认识到知
识的重要性， 从而树立远大理
想，靠自身努力改变命运。

可以说，凡是把焦点放在自
己身上，只想着自我满足、自我
感动， 而不是想着如何帮助学
生的机构和个人， 都不可能做
好支教工作。 相关地区的教育
部门和学校， 应该严格筛选前
来支教的机构和团体， 不要因
为“抹不开面子”，让孩子们天
天忙着当“群众演员”。 市场也
应该主动拒绝这种“作秀 ”式

“支教”， 守护公益活动的奉献
初心， 让每一次支教都能带来
真正的改变。 ①2

支教岂能沦为作秀的生意
□屈旌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与其祈求生活平淡点，还不如祈求自
己强大点。

●大道理人人都懂，小情绪难以自控。
●别总把悲伤挂在嘴上，每个人都有自

已的故事。
●一切问题，最终都是时间问题，一切

烦恼其实都是自寻烦恼。
●忘记一个人挺简单，不要见，不要贱。
●对人恭敬，就是在庄严你自己。
●我总把时间调快一分钟，因为我喜欢

走在时间前面。
●最强悍的车尾警示：大龄剩女，追尾

必嫁。
●很多人没犯法，但长了颗自首的心。
●你想过普通的生活，就会遇到普通

的挫折；你想过最好的生活，就会遇上最
强的挫折。

●让别人快乐是慈悲，让自己快乐是
智慧。

●清纯就是疯狂地奔跑，然后华丽地
跌倒。

●不必遗憾。 若是美好，叫做精彩；若是
糟糕，叫做经历。

●最穷无非讨饭，不死终会出头。
●你可以像猪一样生活，但你永远都不

能像猪那样快乐！
●有些心难懂，有些事难说，有些情

难忘。
●你能找到理由难过，也一定能找到理

由快乐。
●含泪播种的人，一定能含笑收获。
●一个人说出的话必须是真的，但没有

必要把知道的都说出来。
●岁月像一把刀， 顶着你的后脊梁，

让你年华老去的同时，留给你一道沧桑的
划痕……

●朋友用心交，父母用命孝。
●平生不做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
●穿得清凉，长得败火。
●有一种人很了得，25元的衣服能穿出

250元的气质。
●朋友，就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家人。
●说谎，只需要卖弄“小聪明”；圆谎，则

要搬出“大智慧”。
●身累了睡觉，心累了傻笑。
●我说过做人要低调，你非要给我掌声

和尖叫。
●千万不要忘记，我们飞得越高，我们

在那些不能飞的人眼中的形象就越渺小。
●其实爱美的人，只是在与自己谈恋爱

罢了。
●比遇见一个泼妇更让人头痛的是，同

时遇见俩泼妇。
●机会很多，人生很短，不要蜷缩在一

小块阴影里。
●一个人幸运的前提， 是他有能力改

变自己。
●没有人是不可代替的， 没有东西是

必须拥有的。
●看得出哪里是台阶，也是本事。
●天下之大，大不过你缺的那块心眼儿。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

著的《精粹语言汇编》

南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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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
直播已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近期，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官
方账号进行了一场特殊的直
播： 围绕 5 起相关案件， 执法
人员上门执行“退彩礼”，并进
行实时解说普法， 吸引众多网
友围观。

以直播形式对涉彩礼纠纷
案件进行集中执行的展示，既
是一堂有针对性的普法课，让
群众看到法律威严和司法公
正， 也有利于传递正确的婚恋
观，倡导健康、节俭、文明的婚
嫁之风。 这场意外走红的直播
活动， 折射出人们对彩礼话题
的持续关注。

作为我国古代婚姻风俗中
的“六礼”之一，彩礼是男女双
方缔结婚姻的重要象征，蕴含
着双方及其家庭对婚姻的美
好期盼。 但一些地方出现了
以高额彩礼 、“天价彩礼 ”作
为婚姻“价码 ”的现象 ，甚至
引发冲突纠纷案件。 这不仅
背离了彩礼的初衷，也破坏公
序良俗。 彩礼看似是小事，实
际是影响社会风气、关乎社会
治理的大事。

今年 2 月，《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正式施
行。 该规定强调禁止以彩礼为
名借婚姻索取财物， 并对彩礼
范围、返还条件等予以规范，明
确不仅要考虑双方是否办理结
婚登记、共同生活，也要根据彩
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 综合
考虑彩礼数额及孕育情况、双
方过错等事实， 并结合当地风
俗， 最终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
还的具体比例。 这些规定通过
明确裁判规则， 引导群众更加
理性地看待彩礼问题， 让彩礼
回归“礼”的本质。

2021 年以来， 中央一号文
件连续 4 年对高额彩礼、 大操
大办等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
问题整治提出工作要求； 农业
农村部将移风易俗纳入全国乡
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推
广高额彩礼治理“一张图”工作
流程； 全国妇联在全国确定了
一批移风易俗工作试点， 探索
立足妇联职能优势、 推进移风
易俗的有效模式……一系列务
实举措， 引导构建和谐婚姻关
系， 推动婚俗走向健康
文明。同时，随着婚俗改
革深入推进， 多地创新
工作举措，弘扬“婚事简
办”社会新风、倡导简约

适度的婚俗礼仪，助推文明风尚
深入人心。

推进移风易俗，不是要一刀
切地否定传统风俗，而是旨在改
变盲目攀比等不良风气，减轻群
众在婚丧嫁娶中的支出负担 。

“礼，与其奢也，宁俭”，让彩礼回
归“礼”的本质，不仅需要整治高
额彩礼的“标”，更应聚焦深化婚
俗改革的“本”。 一方面，要为适
龄男女青年提供更完善的婚姻
服务，帮助年轻人减少“甜蜜的
负担”。 另一方面，要加强困难家
庭兜底保障， 注重保护女性权
益，让女性在婚姻和生育中享有
更多安全感。

河北河间，23 对新人参加低
彩礼集体婚礼，领取新婚文明家
庭证书和新婚贺礼；江苏苏州，

“乘着地铁去结婚”成为城市新
品牌；重庆涪陵，一对新人用公
交车当婚车……婚恋新风尚，日
益在年轻人中流行。 让婚姻始
于爱，让彩礼回归合情合理，必
将成就更多美好，更好守护社会
文明。 ①2

让彩礼归于“礼”
□燕陆

晨语 2024年 6月 17日 星期一
编辑 郭征 美编 王司宇 质检 郭征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