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谨防过度早教摧毁童年

然 玉

上海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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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半的幼童大量掉头

发， 头顶出现几个硬币大小的秃点，

被医生诊断为斑秃。 原来， 幼童的母

亲为了让孩子明年能上一家知名幼儿

园， 给他报了英语、 数学、 钢琴、 画

画、 小主持人

5

个培训班， 结果压力

过大、 免疫力下降导致了斑秃。

尽管孩子们被迫参加各种培训班

已经是一种常态， 可被亲妈逼到

2

岁

半就开始掉头发的事着实少见。 此事

当然只是个例， 毕竟并不是所有孩子

都会上

5

个培训班， 也并不是所有的

孩子都会由此而致病。 可即便如此，

我们应以此为戒， 并重新评估过早、

过重的教育压力， 可能会对孩子产生

的健康风险。

全社会对于 “教育抢跑” “培训

泛滥” 等现象的反思与批判， 可谓由

来已久。 但一直以来， 与此有关的公

共讨论， 往往多局限于社会公平、 教

育理念等抽象的层面， 而较少涉及到

心理、 生理等维度的具象化探讨。 可

事实上， 这起 “幼童因压力过大狂掉

头发” 的案例却表明， 我们很可能高

估了幼童群体的 “压力免疫力”， 而

低估了他们的精神敏感性。 据流行病

学调查结果显示， 近

10

年来， 儿童

期重型抑郁症的患病率为

2%-4%

，

至于这一比例在学龄前儿童中到底有

多高， 一直缺乏权威的调查和统计。

而可以想见的是， 随着儿童人格成熟

期的普遍提前和教育压力的过早袭

来， 幼童的身体健康、 心理健康同样

面临着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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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半的男童参加

5

个培训班 ，

试问， 这种过早、 过度的教育安排是

否有效 ？ 又是否安全 ？ 不知从何时

起， 家长们对早教的执迷已经演变成

了一种非理智的行为。 家长们给孩子

们制造了太多的压力， 却太少关注他

们是否能够承受得起。 而当 “狂掉头

发” 的事曝出， 我们是不是该重新反

思这一切： 如果说 “给孩子一个快乐

的童年” 已经成为一种奢念， 那么至

少得给他们一个 “安全的童年”。

朋友来“蹭住”，你留还是不留？

罗文鹏

城市化快速推进的大环境下， 中

国人正在构建新的情感模式。

最近 ， 有位武汉的女士发帖抱

怨： 自家的新房成了老公亲戚的中转

站， 那些在北上广深上班的亲戚， 每

次回湖北老家 ， 都要到自己家住一

晚， 搞得自己很恼火。 这个帖子相当

火 ， 很多网友跟帖进行 “同感 ” 吐

槽， 还有的对这位女士的 “小气” 提

出批评。

“蹭住” 是城市化衍生而来的名

词， 这样的场景经常在不同的家庭里

反复上演， 而蹭住者和被蹭者， 立场

历来是不同的。

两个月前， 笔者就有过同样的经

历 。 一位几年不见的老同学来到衡

阳， 说准备在我家住一晚， 第二天清

早再坐高铁前往深圳。 他一开口我就

明白了他的意思， 立即接过话头说替

他订一家宾馆， 反正离自己家近， 要

见个面也很方便。 作为朋友， 笔者知

道， 他或许并不在意我家客房小。 但

顾及到家人的隐私， 只得委婉拒绝了

朋友留宿的想法。 更何况， 凭同学间

的感情， 承担一晚房费也没关系。

按照笔者乡下老家的习俗， 哪位

亲戚朋友到你家来住是给你面子。 尤

其到了春节， 七大姑八大姨、 大表哥

小表弟 ， 不管多远 ， 只要天一黑下

来， 主人家都要盛情留宿。 在传统思

维里， 这是惯例， 也是习俗。

不过， 跟 “蹭住” 不一样， 亲戚

之间的留宿是一种情感连接， 能促进

亲情的交流。 当然， 老家的条件也允

许 ， 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开放的大院

子， 楼上楼下宽敞明亮， 同时留七八

个人住宿完全不成问题。

然而在城市就不一样了， 除了少

数人住别墅外， 大部分家庭是住在一

个个 “方盒子” 般的楼房里， 所有的

隐私都装在这个 “盒子” 里。 因此，

除了双方父母、 兄弟姐妹等至亲， 很

多人潜意识里面是不希望别人 “侵

入” 的。 与其说这是城市化带来了城

市居民隐私意识的觉醒， 不如说这是

为现实 “所迫”。

所以， 当你遇到那种从来不管你

是否方便， 觉得 “开个车只是踩一脚

油门的事”， 不管你乐不乐意， 为了

占便宜把你家当成长期据点甚至是免

费出租房的人， 想必也会像那位武汉

女士一样不胜其烦 。 因为 ， 笔者认

为， 这并不是小气， 城市居民普遍生

活压力大， 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大把的

时间和耐心来侍奉这些 “麻烦蹭住

者”。

当然， 任何事物要分开来看， 毕

竟那样的 “麻烦蹭住者” 是极少数，

只要双方关系亲密、 人品信得过， 笔

者依然对 “蹭住” 报以欢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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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

何以走向了隐私泄露

个人电

话号码、 住

址、 身份证

号等信息 ，

以 “公示 ”

的方式， 出

现在政府部

门官方网站

上， 可任意

下载获取。 连日来， 多地政府官网频现个人信息

等隐私泄露的情况 ， 引发舆论关注 。 专家表示 ，

基层政府官网 “主动泄密”， 违背了政府信息公开

的审查把关义务， 暴露出审查机制的缺失和漏洞，

最终会损害政府信用。

1

、 信息公开与信息保护并非对立

关系 ， 到底如何确保公开的规范性 ，

并非完全无章可循 。 政府信息公开条

例中已明确提出， 行政机关认为申请

公开的政府信息涉及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 公开

后可能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的， 应当书面征求第

三方的意见 ； 第三方不同意公开的 ， 不得公开 。

而现实中， 这个环节很可能普遍缺失， 这也就让

信息公开变成了隐私泄露。

任何信息发布主体和机构都没有权利侵犯他

人的隐私， 政府部门也不能例外。 相反， 鉴于政

府本身的权威性和对大量个人信息的掌握， 在信

息公开时， 更有责任和义务做好对个人隐私保护

的示范。 从公开走向规范公开， 这是政府信息公

开必须要跨越的坎。

———评论员 朱昌俊

2

、 一些地方政府官网非刻意泄露个人隐私，

表面上看是审核把关不严、 执行信息公开有关规

定不到位所致， 但从更深层次的原因上来讲， 是

一些基层政府工作人员法治意识淡薄， 没有充分

认识到泄露个人隐私， 可能对当事人造成的严重

危害， 归根到底还是认知上出了问题。

因此， 除了对信息发布严把审核关以外， 更

重要的是加强对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的法治教育 ，

让他们清楚哪些信息属于个人隐私、 法律法规是

如何规定的、 实际操作中该如何避免泄露个人隐

私等 ； 同时还要不断完善相关规章制度 ， 按照

“谁制作、 谁发布、 谁负责” 的原则， 压实信息发

布人员和审核人员的责任。 如此， 才有

望杜绝一些地方政府官网 “晒” 个人隐

私事件的再次发生。

———评论员 薛建成

学着做自己的“平民英雄”

魏 姗

11

月

13

日下午

5

点

33

分 ， 衡

山嘉年华城市公共客运公司司机罗小

科在驾驶

2

路公交车途经城西完小站

点时， 突发心肌梗塞， 在将车辆停稳

后， 他倒在了方向盘上。 车上

20

余

名乘客全部安然无恙， 而罗小科因抢

救无效 ， 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

位。 （据

11

月

15

日 《衡阳晚报》）

一时间， 罗小科的事迹传遍雁城

传向四面八方， 让无数人感动。 我们

在为他的不幸离开深感痛心的同时，

也为他的敬业精神和对乘客安全高度

负责深感敬佩。 无论是用 “好司机”

还是 “平民英雄” 来称颂他， 我们都

是源自内心的感动和对他的尊敬。

近年来， 我们经常被这样的一些

善举与壮举感动着： “长裙姐姐” 王

青平勇救

4

岁车祸男孩， 垫付近千元

医药费后便悄然离去； “公益路上

的 ‘白莲花’ 尹玉莲”， 在组织公益

活动的途中不幸遭遇车祸昏迷不醒；

“衡阳最美保安” 熊衡露关键时刻挺

身而出， 制止小区一起突发事件时受

伤离世， 家属根据其生前遗愿捐献了

他的器官……他们的行为， 就和罗小

科一样， 恪尽职业操守、 高举善意火

炬， 为美丽雁城汇聚了崇德向善的正

能量， 为当下社会增添了大爱人间的

温暖底色。

谁说平民不可以成为英雄？ 罗小

科作为一名普通公交司机， 平时工作

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 驾驶的车辆从

没发生过任何交通事故， 而他在生命

最后关头的 “紧急制动”， 展现出的

高度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就是在震撼

着我们、 告诫着我们： 原来， 我们每

个平凡的人， 都可以在社会公共生活

中践履职业道德与爱的价值； 原来，

我们每个平凡的人， 都可以成为这个

社会爱与善的源头活水！ 再次感谢罗

小科， 让我们真正明白了， 所谓公民

精神、 大爱精神， 就是发轫于平凡中

的你我他！

不止罗小科， 包括今年来感动我

们的王青平、 尹玉莲、 熊衡露， 他们

在生活当中， 可能与我们都一样， 都

是简简单单的普通人。 但只要是在面

对突发状况、 生死考验时， 他们都作

出了最可贵的选择 ： 该出手时就出

手， 甚至牺牲自己保全他人。 这样的

善举义举突显了平凡人的伟大瞬间，

提升了整个社会的道德高度。

我们当然要感动、 钦佩他们的英

雄行为， 但我们更应该做的， 是将他

们视为学习的榜样———或许， 我们没

有机会面对这样的一刻， 但我们可以

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 关爱他人、

与人为善， 学着在每一个平凡日子里

做自己的 “平民英雄”！

1

、 最近，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春玲发表的

名为 《社会变迁背景下中国青年问题研究》 的文

章， 引起了外界关注。 研究中提到， 姐弟恋已占

到婚恋总数的

4

成。

这反映了我国传统的 “男大女小” 婚姻模式

在悄然发生变化， 并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

时代在发展、 社会在进步， 人们的思想观念

也在发生变化， 传统的男女定位已被颠覆， 男性

不再是婚恋关系中必然的主导者。 从社会角度来

看， “姐弟恋” 是当今社会价值观多元化的一种

体现， 这种在以前很难被人接受的婚姻模式， 如

今越来越多地被人们验证着———婚姻是可以不被

年龄束缚的， 关键是双方要确实付出真爱。

———评论员 付 彪

2

、 课堂上该讲的知识点不讲， “留一手” 放

到补课班上讲； 校内拿着工资， 校外赚着 “外快”

……针对群众深恶痛绝教师违规补课行为， 辽宁

省鞍山市近日下发 《中小学校和中小学在职教师

违规补课的处理办法 （试行）》， 对违规补课行为

制定严格的处罚措施。 采取明确认定标准、 升级

处罚措施等方式予以规范。

在职教师有偿补课 ， 不仅破坏了教育生态 ，

也有损师德。 治理这种乱象， 既要自查， 也要抽

查 ， 及时公开查处结果 。 同时 ， 公布举报方式 ，

发动群众参与举报， 避免整治成为 “一阵风”、 走

过场。 期待形成持续效应， 推动教育行风更加清

廉。

———评论员 蒋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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