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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天放

“双减”是让教
育回归本源，让孩
子们健康快乐成
长的有力之举，更
是促进教育公平
公 正 的 一 大 善
举。但必须指出，
还是有一些校外
培训机构仍以各
种手段过度营销，
无端制造焦虑，扰
乱行业发展秩序，
甚至还“换马甲”
欺上瞒下，极大侵
害了学生和家长
的合法权益。可
见，“双减”不是速
战速决，而是要打
“持久战”。

自2021年7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

培训负担的意见》以来，相

关部门强力统筹推进，“双

减”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其

中对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

的压减治理尤为明显，也得

到了全社会的支持和拥护。

而继续深入推进“双减”工

作，显然是一道必答题。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会

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

1334名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

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双减”两年多来，83.3%受访

家长对孩子的学习生活满

意，孩子作业负担减轻，家庭

教育支出降低变化最明显；

在持续推动“双减”面临的挑

战上，实现课后服务的针对

性和有效性排在首位。这样

的消息令人欣慰。

日前，教育部颁布《校

外 培 训 行 政 处 罚 暂 行 办

法》，提出了校外培训行政

处罚总体要求；明确处罚程

序，提升执法水平。还要

求，校外培训主管部门要建

立执法监督制度，压紧压实

执法责任，保障校外培训执

法取得实效。这使校外培

训有法可依，也能够有力保

障合法合规的培训行为继

续培训办学，促进行业良性

竞争，有序发展。

“双减”是让教育回归

本源，让孩子们健康快乐成

长的有力之举，更是促进教

育公平公正的一大善举。

但必须指出，还是有一些校

外培训机构仍以各种手段

过度营销，无端制造焦虑，

扰乱行业发展秩序，甚至还

“换马甲”欺上瞒下，极大侵

害了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

益。可见，“双减”不是速战

速决，而是要打“持久战”。

无论如何，从上述调查

看，“双减”工作取得明显进

展，而为孩子们的学业减

负，仅是减掉多余的课业负

担，并非减掉正常的课业。

因此，如何确保“双减”后的

学业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探

索。由此，巩固“双减”成

果，确保教育公平，将“双

减”不断推向纵深，才能使

“双减”由“常态化”走向“高

质量”，力促教育回归本源。

深入推进“双减”工作 是一道必答题
来
论

湖北嘉鱼 汪昌莲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
队 于 2023 年 4 月 中 旬 对
4000余名高校应届毕业生开
展了就业创业情况专题调
研。结果显示，38.0%的受访
者选择了“慢就业”，其中
32.0% 是为了继续深造，
6.0%选择暂缓就业。选择
“慢就业”的毕业生对职业规
划和岗位条件往往有更高期
望，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家
长支持也为毕业生提供了物
质保障和精神支持。（9月14
日澎湃新闻）

必须正视的是，“慢就业”

现象的背后，折射出了当今大

学毕业生的一种就业困境和

焦虑。由于就业门路狭窄，专

业不对口，以及劳动报酬严重

偏低，让他们在人生抉择的十

字路口迷茫和徘徊。比如，最

近鄂南某县一家文化事业单位，

面向全省大学毕业生招录4名

工作人员。原以为报考者会蜂

涌而至，竞争也会异常激烈，

谁料最终报考者仅9人，还达

不到三比一的招录比例数，令

招考单位非常尴尬。然而，在

理性分析大学毕业生弃考原

因之后，他们也就释然了。假

如是一名外地考生，过五关斩

六将之后，有幸成为这家事业

单位的工作人员，起薪不到

2600 元，要租房，要吃饭，要

交通和通信，要参加各类保

险，根本不够用。因此，这样

的“业”宁可不就。事实上，如

今就业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

人们在择业时，更多的是考虑

专业对路和薪酬合理。国家

和地方要采取更多的措施，为

大学毕业生提供专业对口、薪

酬合理的就业机会。更重要

的是，要落实普惠政策，加快

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施

“工资倍增计划”，缩小行业差

距。只有这样，不仅大学毕业

生“慢就业”现象会逐渐消失，

更会换来全体国民安居乐业，

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根治“慢就业”
需要加快收入分配改革

河南漯河 张涛

9 月 11日，广东梅州市
梅江区联合中学在校内安装
“智能人脸识别系统”等。学
生家长陈先生（化名）将学校
《致家长的一封信》发在第三
方社交平台个人主页，发问：
“校园人脸识别每名学生每
年缴费100元合理吗？”该消
息引发舆论关注。（9月13日
《上游新闻》）

对此，梅州市梅江区教育

局工作人员表示，这是学校自

行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搞的一

个智慧校园项目，由第三方机

构收取费用。无独有偶，近年

来每每学校收费问题遭到家

长质疑，涉事学校或教育部门

往往就会搬出“第三方”回应

舆论关切。然而，“第三方”并

非 学 校 乱 收 费 的 挡 箭 牌 。

2020年8月，教育部等五部门

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

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意见

明确指出，各地要严格执行教

育收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目

录清单，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

目、扩大收费范围。学校不得

擅自设立服务性收费和代收

费项目，不得在代收费中获取

差价，不得强制或者暗示学生

及家长购买指定的教辅软件

或资料。2022年9月，全国治

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

办公室明确要求，加强数字化

教育资源进校园审核监管，作

为教学、管理工具要求统一

使用的平板电脑或教育APP，

学校不得作为服务性收费和

代收费项目向学生及家长收

取任何费用，不得以家委会或

直接支付企业等方式变相强

制学生购买。对此，当地教育

部门不应仅仅以“第三方收

费”为涉事学校撇清责任，而

应严格依照相关规定，对学校

涉嫌擅自设立代收费问题进

行调查和处理，给广大家长一

个交代。

“第三方收费”就能撇清
责任了吗

提高青少年网络素养刻不容缓
许朝军

提 高 青 少 年
学生网络素养，
还必须围绕建立
晴朗网络环境，积
极推行未成年人
防护系统和绿色
上网模式，构筑健
康 上 网“ 防 火
墙”。同时，建立
完善互联网信息
发布责任审核机
制和责任追究机
制，严肃查处各类
网络违法违规侵
害青少年健康成长
行为。

9 月 11 日~17 日是国家

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年校园

日，教育部通过举办系列重

点活动提升高校师生网络安

全防范意识和网络安全防护

能力，形成师生“共筑网络安

全防线，同守网络清朗家园”

的浓厚氛围。

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校园日活动，这从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有关部门对青少

年学生网络安全工作的高度

重视，也体现了科学性、针对

性，精准干预，确保青少年学

生网络安全的呵护善意。结

合目前国内网民发展趋势和

青少年涉网群体特点，这样

的干预其实也是无形中提升

青少年网络素养、确保用网

安全的重点和关键性基础，

这不管是对于国家网络安

全，还是对于青少年学生成

长健康安全，都及时而必要，

全面深化此项工作更是刻不

容缓。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今年 3 月（CNNIC）发布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

年12月，我国19岁以下网民

规模已达 1.86 亿人，占我国

网民总数的 17.6%， 9 岁及

以上未成年人手机持有率达

到了 97.6%。涉青少年学生

网络安全的案例也是数目惊

人。据统计，仅2022年有关

部门就处置涉未成年人电信

网络诈骗案件 1.2 万余起。

近半数未成年人在使用智能

设备时曾被动下载安装垃圾

软件或恶意软件，曾出现互

联网推送内容与近期聊天、

购物、观看等内容相关的情

况。而现实中因为青少年涉

世未深、辨别力不强、自控自

制能力不足等遭致网络黄赌

毒有害信息侵袭现象频发，

更让人忧心忡忡。

在这样的网络发展氛

围下，保证青少年学生网络

安全，提升青少年网络素养

注定是一个“合力工程”和

“社会系统工程”。首先，职

能部门宣传教育引导必须

到位。教育、公安、宣传、文

化、网信等部门应自觉承担

起提升青少年学生网络素

养的重担，从强化教育宣传

引导科学上网、绿色上网角

度，教育引导每个青少年科

学规范上网行为、精准辨别

网络不良信息，主动拒绝不

良网络信息侵袭。其次，开

展及时到位的警示教育，包

括网络防诈骗、防数据信息

隐私泄露、防不良信息侵

袭、防网络欺凌等典型警示

教育，用身边事例和活生生

的案例警示警醒青少年依

法上网、绿色上网，避免不

良网络信息和互联网不法

行为侵犯个人权益；其三，

提高青少年学生网络素养，

还必须围绕建立晴朗网络

环境，积极推行未成年人防

护系统和绿色上网模式，构

筑健康上网“防火墙”。同

时，建立完善互联网信息发

布责任审核机制和责任追究

机制，严肃查处各类网络违

法违规侵害青少年健康成长

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