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听我说

秋风渐起，又到了保温杯
加枸杞的时候。 然而，央视财
经的一个报道，却让人大吃一
惊。 在青海省格尔木市，记者
发现，当地市场上的商户为了
把品相不好的枸杞卖出去，动
起了用焦亚硫酸钠增色的歪
心思。在甘肃省靖远县被称为

“枸杞小镇”的五合镇，商户们
表示，要是一下雨，即使是焦
亚硫酸钠洗过的枸杞，品质也
很难保证。 这时，就只能用撒
手锏———熏硫黄。

央视记者在调查中发
现，用工业硫黄熏制枸杞的
行为，每天晚上都在靖远县
的几个乡镇上演， 浓烟滚
滚、散发着刺鼻气味的熏制
棚随处可见。 白天采摘、下
午搭棚、晚上熏制、第二天晾

晒……这显然是为了逃避白
天的执法监督。 但是，执法人
员可以下班，食品安全必须时
刻“在线”。对于欲盖弥彰的枸
杞“嗑药”行为，相关部门的行
动不力耐人寻味：这到底是为
了保护“特色产业”，还是其中
另有隐情？

据报道，为了打造更好的
青海品牌， 青海省有地方出
台施行了高于国标的地方标
准； 为了巩固夯实地方农业
的特色产业， 甘肃也多年多
次出台培育地方枸杞种植加
工产业的文件法规。“硫超
标”枸杞大行其道，却为此提
供了另一种视角———各种地
方标准和地方法规， 为何沦
为一纸空文？ 对于地方特色
产业来说， 任凭不法商家上

下其手， 到底是一种
保护，还是一种破坏？

“硫超标” 枸杞的
危害性无需赘言，此事
曝光后，也势必会给两

地的枸杞产业造成负面影响。
实际上，这件事的危害不止于
此。 当枸杞“嗑药”成为一种行
业“明规则”，难免会起到劣币
驱逐良币的效应———如果只有

“嗑药”的枸杞才能赚钱，必然
会让更多商户加入其中；如果
枸杞商户不是通过提高品质来
提高价格，而是通过“嗑药”来
压缩成本、拉低价格，饮鸩止
渴的做法对于整个行业来说
都意味着灭顶之灾。

食品安全重于泰山， 事关
广大消费者切身利益和地方特
色产业健康发展，枸杞生产加
工的每一个环节都不应存在隐
秘的角落。 对于“硫超标”枸
杞，希望当地相关部门能拿出
面对问题的勇气和解决问题
的诚意，彻底铲除为害一方的
市场毒瘤。 更为重要的是，有
必要举一反三，建立起全链条
管理机制———食品安全是一个
动态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应处
在严格的监督视野内。 ①2

“硫超标”枸杞要追责更要反思
□赵志疆

江苏徐州， 一家幼儿园
开设生活劳动类课程， 老师
带孩子们学习烧火做饭、裁
布缝衣、种地养花等技能；清
华大学新雅书院探索劳动教
育新模式，开展“劳动耕读”实
践活动；江西九江，一所中学
在校园里打造“快乐农场”，让
学生在育苗、培土、施肥中体
验劳动的艰辛与快乐……近
年来， 劳动教育成为许多学
校的亮点、特色，得到学生、
家长和社会好评。

劳动是成长的必修课，
开展劳动教育是办好人民满
意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采取适
应当前环境和条件的有效措
施，加强劳动教育，组织好形
式多样的劳动实践， 让学生
在实践中养成劳动习惯，学
会劳动、学会勤俭。 ”2020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
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7 月，教育部
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
导纲要（试行）》……一系列
顶层设计、系统部署，推动劳
动教育有效开展， 育人成效
不断提升。 据统计，2023 年，
全国有 81.6%的中小学校建
立了劳动教育清单 ， 建成
14.7 万个校内外劳动教育实
践场所。 开展劳动教育的基

础不断夯实，广大师生的积极
性、参与度越来越高。

也要看到，劳动教育在实
践中还面临一些问题。 比如，
如何避免劳动教育出现重形
式轻实质倾向？如何让劳动课
堂形式更丰富、 内容更吸引
人？如何将劳动教育与孩子们
的日常生活联系得更紧密，确
保学以致用？需要拿出更有针
对性的举措，推动劳动教育高
质量发展。

遵循学生身心成长规律
设置课程，是提升劳动教育成
效的关键。 这就要求以更严
谨、专业的态度，对劳动教育
相关课程进行深入研究、系统
规划，使教学安排与学生各阶
段能力、心理相匹配。 有的劳
动课布置的课后作业超出孩
子能力范围，变成了“家长作
业”，与初衷不符。 要认识到，
劳动课不是简单给孩子安排
点动手干的活就算完了，而是
要根据孩子每个成长阶段的
特点“因时制宜 ”“因材施
教”，让劳动课能锻炼孩子，更
能启发孩子，真正发挥劳动教
育的育人功能，提升学生综合
素质。

教师是立教之本、
兴教之源。对劳动教育
来说，教师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 当前，我国劳
动教育教师存在缺口，

不少学校的劳动课教师并非
专职，往往由其他学科老师兼
任。 这容易导致教师花在劳动
课上的时间相对不足，影响教
学质量。 当然，不同地区、不同
学校的实际情况差别较大，不
可能在师资配备上搞“一刀
切”“齐步走”， 但进一步充实
劳动教育师资、提升劳动课教
师能力素养，应成为共识和方
向。《意见》明确要求“多举措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出“建
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劳动教育
师资队伍”“聘请相关行业专
业人士担任劳动实践指导教
师”“对承担劳动教育课程的
教师进行专项培训” 等措施。
相信随着实践的推进，师资队
伍必将日益壮大、教育水平也
将越来越高，为劳动教育提供
坚实人才保障。

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
全过程， 是各方的共同责任。
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成
长规律，积极探索、开拓创新，
不断提升劳动教育质量，定能
让更多孩子爱上劳动、享受劳
动，掌握劳动技能、养成劳动
习惯， 进而实现全面发展、健
康成长。 ①2

上好劳动这门成长必修课
□张雪琴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南都论坛

全国晚报优秀专栏

●容易发怒的意思：别人做了蠢事，然后
我们代替他们表现出笨蛋的样子。

●有一种沉默叫霸气， 有一种内敛叫个
性；有一种简单叫深邃，有一种不屑叫自我。

●对牛弹琴，不如对羊弹琴，因为它不会
有牛脾气。

●做与不做的最大区别是：后者拥有对前
者的评论权。

●幸福是个比较级，要有东西垫底才感觉
得到。

●青春并不是指生命的某个时期，而是指
一种精神状态。

●人生的奔跑，不在于瞬间的爆发，而取
决于途中坚持。

●可以有人替你开车，替你赚钱，但没有
人替你生病。

●真正的闲是心灵上超然物外，真正的
忙是工作中浑然忘我，真正的进是做事时泰
然担当，真正的退是处世间自然低调，真正
的静是灵魂中寂然深思，真正的动是世路上
蜿蜒前行。

●杂草多的地方庄稼少，空话多的地方智
慧少。

●在一般情况下，不要走在别人前面当出
头鸟，因为一旦集体调头，你就是最后一个。

●心脏是一座两间卧室的房子，一间住着
痛苦，一间住着快乐。

●人不能笑得太响，否则会吵醒隔壁的
痛苦。

●时间告诉你什么叫衰老，回忆告诉你什
么叫幼稚。

●只有在我们不需要外来的赞许时，心灵
才会真正自由。

●迷失自我的三个诱因： 肤浅的羡慕，无
聊的攀比，笨拙的效仿。

●宁愿花时间去修炼不完美的自己，也不
要浪费时间去期待完美的别人。

●能力就像一张支票， 除非把它兑现，否
则毫无价值。

●不仅要为成功而努力，更要为做一个有
价值的人而努力。

●命运不是机遇，而是选择；命运不靠等
待，全靠争取。

●成熟就是学会在逆境中保持坚强，在顺
境中保持清醒。

●贪婪是人生最大的病痛，知足是人生最
佳的灵药。

●大部分的不开心， 是因为我们乐于比
较，却不习惯分享。

●勇士身处惊涛骇浪而不沉沦，懦夫即使
风平浪静也会溺水。

●对于攀登者来说，失掉往昔的足迹并不
可惜，迷失前行的方向才更危险。

●人之所以痛苦， 一是因为求之不得，二
是因为舍之不得。

●一个人成功的前提不是他有能力改变
世界，而是有恒心改变自己。

●如果无法从坎坷和荆棘之中穿行而过，
生命就永远只能是死水一潭。

●对一个人品质的判断，不仅取决于他所
结交的人，还取决于他拒绝与什么人来往。

●胖子的心里，有多难瘦就有多难受。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著

的《精粹语言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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