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床板属于床上用品” 用歪理掩盖傲慢

关于对床上用品的“界定”，又被近
日的一则新闻刷新认知。

据 9 月 2 日《新京报》报道：四川广安
有网友发视频称，华蓥职业技术学校要
求学生开学时自带床板，四川华蓥市教
育和体育局称情况属实，已责成该校统
一购置符合标准的新床板。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学生家长聚集
在学校门口小店买床板。原来，学校只
提供床铺钢架子，不提供床板，已有两
年。多数家长为了让孩子能正常进校学
习，都把这股闲气给忍了。今年也不知
是哪个“刺头”拍了视频发到网上，自带
床板事件才被送上了热搜。

但校方解释说：“学校收取了 260 元
的住宿费，但此费用不包含床上用品费，
而床板属于床上用品，需要学生自行购
买。如果不想买，也可以用纸板。”

家长哪里舍得让孩子睡纸板，自然
乖乖掏钱到校门口小店买单。从视频

看，买的床板都是很薄的三合板，价格 60
元，虽然不贵，但是这种床板很不透气，
天气潮湿加上孩子普遍体热，很容易洇
湿返潮，影响身体健康。

回想 1990 年本人读初中时，住的是
筒子楼，走廊阴暗潮湿，睡的高低铺，床
板很简陋，就是实木条板，中间留有缝隙
可以透气，铺上被褥子，罩上蚊帐，还是
有一方安睡空间的。

而 2022 年广安的这所职业技校，好
歹也是华蓥市唯一的国家公办中等职业
技术学校，居然穷得连宿舍床板都没有，
比我 30 年前的初中宿舍条件都不如，也
是匪夷所思。通常，床板属于耐用品，按
照常理认知，床板作为床的一部分，理应
和床架一样，作为学生宿舍的基本保障
设施存在。岂有擅自“分割”，将床板划
入床单棉被一类的床上用品呢？简直是
滑天下之大稽。如果开了上学自带床板
的先河，难保不会有自带课桌、扫把、煤
气灶，甚至马桶的后续。

由此，人们对该校的迷惑行为有了
各种猜测版本。有人怀疑是宿管把床板
偷卖了，但床板这种大物件要批量、堂而
皇之地拉出去，且不让门口保安发觉，也
是离了大谱。除非集体监守自盗，那就

要追究校方对宿舍财物管理的失责，这
更折射出该校宿管服务存在严重问题。

也有人猜测是“校商勾结”，每人一
副床板 60 元，数百上千名学生就有上万
元收入，若真把学生当成任意收割的“韭
菜”，那么这样的开学“第一课”真是让学
校丢了节操，更是对神圣教育事业的破
坏和亵渎。

这些年，除了自带床板，还有一些学
校的离谱规定也让人大跌眼镜。比如
2020 年，贵州省关岭自治县花江中学也
要求新生自带床板；今年 7 月，云南省一
中学“依据是否购买平板电脑分班”的做
法被质疑是巧立名目；云南省陆良一中
两名高中生因在教学楼内“吹泡泡”和

“扔纸飞机”被学校开除。
这些事件反映了同一个问题，就是

学校随意扩大自己的权力，以“我的地盘
我做主”的傲慢姿态要求学生无条件服
从管理。而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

“真正的教育者不仅传授真理，而且向自
己的学生传授对待真理的态度，激发他
们对于善良事物受到鼓舞和钦佩的情
感，对于邪恶事物的不可容忍的态度。”
而我们这些出了奇葩规定的学校，到底
要给学生们传递怎样的人生态度呢？

■社会评论员 王胜平

■本报评论员 王肖君

谨防“高价文具”引发过度攀比

新学期开学，新闻舆论中关于“高价
文具”“文具刺客”的热点不绝于耳。一些
商家把文具标签故意隐藏或混淆不清，引
诱消费者购买高价文具。一支铅笔售价
十几元，一块橡皮擦售价20元，一支中性
笔售价50元，一套水彩笔售价188元……

文具在推陈出新，价格随之略涨，只
要明码标价，也无可厚非。但是，有的创
新却可能只是“噱头”，有些还用盲盒经营
方式，涉嫌诱导未成年学生非理性消费。

尽管新颖独特的“高价文具”可以满
足一小部分消费者的需求，但对于占比
较大的普通家庭而言，却异化为“打肿脸
充胖子”式的过度消费、盲目攀比……多
数价格较高的文具顶着“盲盒”“IP 联名”
等噱头，直接俘获了孩子们的幼稚心
灵。这种过度追捧高价文具的现象，既
增加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容易使孩子

分散注意力，影响学习，在攀比浪潮中迷
失自我。

文具就是文具，不应该把玩具混淆为
文具来销售。根据《中小学生守则》要求，
中小学生要勤俭节约护家园，“不比吃喝
穿戴”“低碳环保生活”。广大家长除了自
己不能碍于“面子”，甘愿被“收割”外，更
要引导孩子养成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的传统美德，克服虚荣心，形成“只买对
的，不买贵的”的消费观和“不比文具比学
习”的价值观，让文具回归文具，让心思回
归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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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大扫除 一堂不容或缺的劳动课

画中有话
近日，22岁的程女士起床上厕所，但很久没有出来，被家人发现时她竟晕倒在厕所的地面上。后经医生检查得出的结论是，

由于憋尿太久突然排尿，造成脑供血不足，导致排尿性晕厥。
医生介绍，憋尿憋出毛病来这种事并不少见，有个17岁男孩在网吧打游戏太上瘾一直憋尿，第二天膀胱破裂，尿液全部流了

出来。医生提醒，憋尿的坏处不少，一定要引起重视。 俞钦洋 画

憋尿憋出毛病

遗嘱服务 定纷止争的“稳定器”

■首席评论员 俞海波

阔别已久，劳动课回来了。
根据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育课程方

案》和《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
版）》，从今年秋季学期起，劳动课正式成为
中小学的一门独立课程，写入了很多学校的
课表。不久前，杭州市发布首份《中小学生
家庭劳动清单（征求意见稿）》，给中小学生
分年级和类别制定了不同要求的劳动任务。

很多学校“开学第一课”就安排上各种
劳动课程，各学校每学年还必须安排一次

“劳动周”。一年级剥鹌鹑蛋、叠衣服，二年
级剥明虾、系鞋带，三年级择芹菜、系红领
巾，四五年级套枕头、叠衬衫……孩子们忙
得不亦乐乎。

劳动课长期是我国中小学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教育和影响了整整几代人。所
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的“劳”，指
的就是劳动。对于当年的劳动课，很多人
应该还记忆犹新。劳动的形式多种多样，
有在操场拔草的，有在郊游时大灶做饭的，
有在班级烹饪课里煎鱼炒菜的……林林总
总，都是童年回忆的一部分。

随着教育内卷的加剧，学科类课程基
本占据学生学习时间，劳动课被视为“副
课”，多年来一直处于被弱化、边缘化的尴
尬位置。如今劳动课重新得到重视，目的
在于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劳动技
能，这与现代教育的理念不谋而合。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有一堂劳动课，还
是有不少学生缺席了。这一堂课，就是学
校的新学期大扫除。有新闻报道称，一学
校因为刚装修完，就动员学生家长参加新
学期的第一场大扫除。家长的积极性往往
非常高，甚至不必刻意动员，在杭州就有一
部分学校，家长主动请缨开展教室大扫除。

家长出马，当然比学生打扫来得干
净。然而，在提倡学生劳动，重视劳动教育
的氛围下，家长的行为不啻是在唱反调。
一切都让家长代劳，那孩子还劳动个什么
呢？打扫卫生与做菜种地，一样都是劳动，
列入劳动课程那就算劳动教育，没列入就
不算劳动教育，哪里有这种道理呢。

何况，相比起其他劳动课程来，教室大
扫除更能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与荣誉感。教
室是学生的教室，是使用时间比较长的地
方，当然有责任也有义务把教室打扫干
净。这是不用开设专门的劳动课程，也能
通过亲身实践领会的道理。这样一堂劳动
课，学生不该缺席。

劳动课不同于学科类课程，可以说是
一种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教育，形式上非
常丰富，小到剥一只虾，大到种一片地，都
是劳动。通过劳动培养孩子的责任感、自
信心，让孩子从劳动中获得成就感和快乐，
成长为人格健全、身心全面发展的人，才是
劳动教育最大的意义所在。

出售过期1分钟的酸奶 也该赔
顾客到超市买酸奶，结账后刚好过

期1分钟的酸奶，顾客索赔1000元，合理
吗？这起发生在现实中的事件，可能也
会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

顾客小李在超市购买一瓶酸奶，结
账时突然发现酸奶过期了1分钟。小李
为此向超市索赔1000元，但遭到超市拒
绝。随后小李向法院起诉，最终当事双
方达成和解，由超市赔偿小李400元。

这起案件的关键点在于，酸奶是当
晚8点28分过期，而结账时间恰好是8点
29分，也就是说，当酸奶卖给小李时，确
实已经过期了1分钟。也许刚过期1分
钟的酸奶跟保质期内毫无区别，喝了也
不会对身体造成损害，但是保质期既然
已经精确到分钟，那么过期1分钟就是过
期产品。

《食品安全法》规定，超过保质期的
食品是禁止销售的。经营明知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有权索赔。

1000元的索赔金额也是于法有据的。
而这起事件暴露的更大问题，则是

超市的管理不善。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超市、商场等食

品经营者应当对其经营的食品加强日常
检查，对临近保质期的食品分类管理，作
特别标示或者集中陈列出售。在管理流
程上，一般超市每天都会盘点库存，临近
保质期的产品都会提前进行下架处理。
正常情况下，货架上不应该存在即将过
期的产品。所以事件中，超市是肯定要
负责任的。

而这位消费者的索赔，恰恰是对超
市的吹哨提醒。正因为小李的较真，才
能让超市及时发现管理上的漏洞，避免
更严重事态的发生。因此，这样的索赔，
于消费者于超市都是有利的。如果我们
遇到类似的情况，也一定要挺身而出，据
理力争，维护自己的权益。

（首席评论员 俞海波）

如此“芹菜案” 违背了监管初衷
近日，陕西榆林一家个体户卖了5斤

芹菜，被市场监管部门罚了6.6万元。“芹
菜案”登上微博热搜，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社会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反映，
是因为过罚不当。罗某夫妇未履行进货
查验义务，存在一定错误，理应受到惩
处。但市场监管部门开出6.6万元的罚
款，明显不近情理、过于严苛，违背了过
罚相当原则。

更令人担忧的是，榆林市市场监管局
处罚类似案件绝非个案。自2021年以来
针对小微市场主体的50多起处罚中，罚
款超过5万元的就有21起，而这些事件的
案值只有几十或几百元。由此，暴露了其
监管动机不纯，监管方式方法不当。

“芹菜案”带给我们的思考是：严管
食品安全，需要“铁面无私”，但不能“冷

酷无情”。“重拳”不能乱挥，否则就会对
市场生态带来伤害，产生与监管初衷适
得其反的结果。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罚款金额
的高低，不仅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也关系到营商环境的优化。市场监管部
门在严格执法、维护好市场秩序的同时，
应通过责令、改正、批评、教育等措施，督
促小微主体合规经营，为小微主体的生
存创造良好环境。

规范市场不能无视民生，严格执法
不能只讲力度不要温度。去年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增加了
“没有主观过错不罚”“首违可以不罚”等
条款，释放出少罚慎罚、呵护市场活力的
决心。这也是稳市场主体的题中之意。

（社会评论员 顾俊民）

据8月30日《萧山日报》报道，浙江
遗嘱库萧山服务点启用，全国首个“遗嘱
码”亮相。

萧山是富裕之地，伴随社会财富的
快速积累和人均寿命的不断延长，各种
遗产矛盾纠纷也大幅增加。近年来，因
遗产分配产生的问题层出不穷、因遗产
分配亲人之间反目成仇的也不在少数。

遗嘱服务能较好地发挥预防纠纷的
重要作用，房子给谁不给谁，作为所有权
人的老人等产权人最有发言权。谁对自
己好，谁尽了赡养义务，谁经受了时间考
验，房子就给谁。包括不动产在内的财
产成为老年人、残疾人群、弱势群体保护
自己，要求对方尽法定或合同义务赡养
照顾自己终老的附条件赠送。

作为社会中流砥柱的年轻人也可能

会遇到意外伤害、交通事故、过劳死等意
外风险。有句名言：意外和明天不知道
谁先到来。为了预防无法预料的风险，
未雨绸缪，对自己的财产早做安排、早做
规划，很有必要，也是社会文明高度发展
的体现和要求。

遗嘱服务是社会文明的产物，是未雨
绸缪、定纷止争的预防剂、稳定器。对我
们每一个人，遗嘱服务都具有保护自己和
家人合法权益，保障生活质量的重要作
用。相对于其他方式，专业的遗嘱服务是
活着的人对自己和他人的关爱，不必忌讳
死亡，不必谈死色变，既然是必经阶段，坦
然面对的同时做好预防和处置规划，用遗
嘱服务来提高生活质量和善待他人，这才
是豁达开明的人生态度。

（社会评论员 金驰）

私自“放生”外来物种 涉嫌违法
据杭州网报道，杭州东站附近的紫

玉福邸小区，水池里抓出一条眼斑雀鳝，
和鳄雀鳝一样凶残。之前，河南省汝州
市抽干人工湖水“抓捕”鳄雀鳝，引发超
三千万网友在线围观。谁知，不久又网
传广西、宁夏、北京等多地出现鳄雀鳝踪
迹。看来，外来物种入侵本地湖泊已不
是个案。

估计是出于猎奇，有人买来外来物
种鳄雀鳝当作宠物饲养。养着养着，发
觉它奇丑无比，且食量过于惊人，以至于
伺候不起，或许就趁着月黑风高将其丢
入附近的水池或湖里。这下，水池或湖
里的本土水族却不得安生了。

鳄雀鳝原产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
来者不善，危害性极强。虽然幼年的鳄
雀鳝、眼斑雀鳝貌似挺可爱，可长大了就
是大型凶猛鱼类，其凶残程度远超大白
鲨，总爱躲在水草中伺机吞食其他鱼类，
在它生存的地方鲜有其他鱼类存在，号

称“水中杀手”。当水池里其他鱼类被其
疯狂扫荡后而食物短缺时，它便要袭击
人类，有可能造成人员伤害。

虽说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
止售卖鳄雀鳝、眼斑雀鳝，但对于私自

“放生”外来物种是有规定的，随意弃养
行为涉嫌违法，造成损害的必须承担法
律责任。

据8月1日起施行的《外来入侵物种
管理办法》规定，擅自引进、释放、丢弃外
来物种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管理办法虽
然有，但也会面临取证难的问题，正如水
池或湖里出现的外来物种，如果没有监
控视频是很难锁定丢弃人的。就算有监
控，查找起来花费的人力也不可小觑。

我国目前还没有外来物种禁售令，
要从根本上治理的话，贩卖仍然是第一
关，只有源头上把控住，才能最大限度减
少流弊。

（社会评论员 肖桃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