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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J
胡欣红

白河原声B
杨青晓

谁曾想，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

图竟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就连教育部

也高度重视，责成人民教育出版社立

即整改，可见，这件事不小。

一张小小插图，何以引发国人强

烈关注？个中原因，不能不引起人们

深思。

看看人教版数学教材里的那些插

图，里面的人物眼距过宽，塌鼻子，还有

过高的发际线、咧开的蛤蟆嘴、肥大的

肢端、臃肿的胳膊，吐舌头、翻白眼，毫

无美感可言，让人看了极度不舒服！

如果单是“丑”，也就罢了。令人

气愤的是，里面的插图，竟还有文身、

裸露、猥亵等违法和不良文化的影子，

这样的插图，悄无声息地走进人教版

教材，而且已有十年，让千千万万纯真

可爱的稚嫩儿童“耳濡目染”，我们情

何以堪？

这让我想起早些年一度风行的

“丑”书法。有那么一小撮人，以“丑”

为美，不仅把书法界弄得乌烟瘴气，更

玷污了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中华传统书

法艺术。如今，少儿教材的插图，出现

以“ 丑 ”为 美 的 苗 头 ，这 当 然 应 当 警

惕。好好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的形象，

在某些人的笔下，被肆意勾勒成一个

个“病态娃”，这不能不让人联想起西

方用“眯眯眼”来丑化国人的往事。

美是什么？我们把什么样的美植

根于孩子的心灵？这是时代之问，我

们无法回避。在以往的教材插图中，

就不乏名家画作，他们沥血创作的人

物插图，让人终生铭记。时至今日，在

不少人的脑海中，儿时教材里的经典

插图，“慈祥的母亲”“革命先烈”“少年

英雄”等众多人物形象还时常浮现眼

前，温暖并激励着人们前行。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这

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也是中国文

化创新的宝藏。在新的时代，我们要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

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

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

量。就拿教材插图而言，我们理应把

最好的形象、最美的价值展示给孩子

们，让他们从小就受到良好熏陶，树立

正确的审美观、价值观，系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

有幸的是，5 月 28 日，教育部责成

人民教育出版社立即整改，重新组织

专业力量绘制教材插图，确保 2022 年

秋季学期开始使用新教材;对全国中

小学教材进行全面排查，确保教材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而人民

教育出版社已成立工作专班，全面负

责小学数学教材插图整改工作，确保

今年 9月 1日前全面整改到位。

更令人欣慰的是，就在几天前，为

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

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总体要

求，全面落实教材编写、审核、出版、印

制发行、选用使用等各方面主体责任，

切实提高教材建设水平，教育部等五

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教材工作责任

追究的指导意见》，这无疑是一个令人

振奋的好消息。③12

岂能
以“丑”为美

5月 25日晚，南阳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座席”来了位特殊“话务员”——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局长宋金东，作为我市启动领导干部现

场接听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电话活动的第

一位领导干部，现场和群众“对话”。

12345 热线，是一条服务老百姓的沟通线、

暖心线。以热线为平台开展领导干部现场接听

活动，是我市扎实开展“观念能力作风建设年”

活动的又一有力举措，甫一推出便备受欢迎。

后台即时数据显示，首场活动热线电话排队最

高峰 30 个。它既是领导干部倾听群众心声的

窗口，更是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焦心事的重要

桥梁。

社会发展到今天，村情、社情、民情复杂，善

听群众诉求、真听群众意见，使各项工作符合群

众意愿，是个“技术活”，是一门领导艺术，更是

党的优良传统。需要领导干部俯下身子，敞开

大门“迎谏”，还需要各地根据本地实际，创新方

式方法，为领导干部创建一个让群众打开“心

门”的窗口，让群众把你当亲人，愿意有话对你

说，从而赢得群众真心拥戴。

根据《南阳市领导干部现场接听 12345 政

务服务便民热线电话实施方案》规定，市直部门

主要负责同志和县（区）负责同志，将每周轮流

前来接听一次热线电话，倾听群众呼声，倾力解

决民生诉求。作为领导干部，要积极参与，坚持

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

群众，顺民意、听民声、解民忧，让百姓对美好生

活的愿景照进现实。

一个部门、一位领导干部，要把为民服务工

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让群众满意，最忌讳的是

“拍脑袋”决策，想当然地为群众服务。现场接

听政务热线电话，无疑给领导干部和群众“直接

对话”提供了便利、创造了机缘，让干部和老百姓

通过一根细细的电话线连接起来，一头连着领

导干部，一头连着广大群众；一边是倾听，一边

是诉说。老百姓的原汁原味问题被领导干部了

解掌握，能现场处理的现场答复办结，对确需进

一步调查核实的，现场交办相关责任部门限时办

结和答复群众。有助于领导干部把察民情、听民

声、解民忧工作做得实实在在，确保群众所反映

的合理问题均能得到顺利解决。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一个

秉公用权、勤勉清正的领导干部，应该从群众的

意见和呼声中听出鞭策和警戒，从而改进和完

善工作方式方法，聚焦群众身边事、揪心事、烦

心事，一桩桩一件件办好办实，才能更加凝聚起

干群团结的澎湃力量。③12

顺民意听民声解民忧

据《中国消费者报》报道，连日来，多位家长

反映，疫情期间，孩子利用上网课时间用家长手

机偷玩游戏并充值上万元，软件应用平台、网游

公司以各种理由拖延甚至拒绝退款，违反国家

相关规定。在网络投诉平台上，此类问题已成

为投诉热点，投诉对象涉及众多知名公司。

未成年人充值打赏是否有效，法律上早已

有明确说法。2020 年最高法进一步明确，限制

民事行为能力人未经其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

付费游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

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

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法规很清晰。令人意外的是，未成年人充

值打赏钱款退还问题依然障碍重重。针对“打

折”退款，有的公司表示：“一个家庭只能受理一

次游戏退款。第一次已经退款，如果孩子再次

充值消费，那么监护人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责

任。”

也不乏网友觉得，不应该让平台企业负全

责，甚至有人认为全额退款就是吃白食，有必要

让孩子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这样的观点，似乎为“打折”退款提供了一

种解释，但仔细一想，站不住。孩子确实有错，

但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就要扣留一部分

钱款吗？

“打折”退款，于法不合于理不通，理应无条

件全额返还。当然，面对不断有孩子“败家充值

打赏”的事件，家长也要引起重视，切实监管好

自己的账户和小孩。相关平台和企业，更要通

过技术手段防患未然。只有各方联手、齐心协

力，才能亡羊补牢，切实杜绝这种让各方都头疼

的熊孩子“败家充值”行为。③12

法律不容这般“打折”

“端午节”即将来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组织对北京市大

型超市、农贸市场、小食杂店、生产企业、餐饮单位、网络平台等生产经

营的粽子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共抽取粽子 73 批次。抽检发现 2 批

次不合格食品，市场监管部门已责令相关企业实施下架召回，并依法

开展调查处理。 ③12 新华社发

责令
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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