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周话题

平 常 语

有 画 说

观点集结

常 言 道

E-mail:czrbfkpl@126.com文笔塔2024年9月11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孙人杰 居文芳 组版：刘佳池 校对：周震东3 观点

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党报宣讲台
学习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新学期开学了。开学前夕，《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
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发布，提出要维护教师合法权
益，维护教师教育惩戒权，支持教师积极管教，学
校和有关部门要依法保障教师履行教育职责。对
教育惩戒权，你怎么看？

近日，杭州萧山区一家大饭店的地下车库竖起告
示：因地下停车场空间相对密闭，出于对新能源汽车停
放安全性的考虑，请将您的爱车停放至指定区域。有
新能源车主认为，这样的措施存在区别对待；还有网友
质疑“新能源车怎么就不安全了”？要不要限制新能源
车停地下车库？来说说你的看法吧。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
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日前发布
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
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
队伍建设的意见》之（十三）提出：“维
护教师教育惩戒权，支持教师积极管
教。学校和有关部门要依法保障教
师履行教育职责。”这里有两层含义：
教师因完成管教工作需要，故拥有教
育惩戒权；教师履行教育职责时行使
教育惩戒权有法律保障。

惩戒对于教育是不是必要的，坊
间常有不同意见。其实这不仅是一
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做
过教师的、做过父母的，更有发言
权。准确地说，用心帮助孩子“扣好
第一粒纽扣”、牵手孩子走上正道的
父母更有发言权。但在日常教育工
作和家庭生活中，“惩戒”的概念与边
界常是模糊的，常把惩戒与惩罚混为
一谈。更可怕的是，情绪化惩罚甚至
体罚早已超出“惩戒”的边界。当合

格的教师和家长很难，正确行使“教
育惩戒权”就更难了。

简言之，惩戒是指通过一定的
措施来纠正对象的错误行为，目的
是让对象认识和改正错误、接受教
训；强调的是“戒”，通过“惩”的手段
来达到“戒”的目的，留下“悔”感，防
止类似行为再次发生。而惩罚则表
现为制裁教育对象，让对象为错误
付出代价；强调的是“罚”，留下“痛”
感。为了遏止错把“惩罚”甚至“体
罚、羞辱”当作“惩戒”，必须明确“教
育惩戒权”的边界。

换言之，对学生哪些错误行为，
应采取哪些相应“惩戒”措施，要有
统一的规则和规范，要有文字文档、
公开告示，教师、家长、学生事先都
该完全知晓。学生犯错后应能预知
自己该受何种“惩戒”；若教师“惩
戒”不当，学生应有申诉权。譬如击
打、刺扎、撕作业本、抄写一千遍一
万遍，不能算“惩戒”。

疏 影

明确“教育惩戒权”的边界

8 月 26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发布《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
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
的意见》，其中关于维护教师教育
惩戒权、支持教师积极管教的阐述
颇受关注。在我看来，教师究竟该
不该手握“戒尺”，有了“戒尺”又该
如何使用，这是一体两面，绝不可
偏废的。

戒尺，古已有之。古代私塾老
师常因学生犯错施罚，即便是上世
纪七十、八十年代，家长都会拜托老
师严加管教。放到现在，多数家长
也认同“惩戒是老师教育学生必要
的手段”的观点。然而，必须严肃
强调的是，教育惩戒不是粗暴的打
骂体罚或“软刀子”似的羞辱孤
立。从 2021 年开始，教育部在《中
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就已
经明确了教师在教育教学管理、实
施教育惩戒过程中，不得有“以击
打、刺扎等方式直接造成身体痛苦
的体罚”和“辱骂或者以歧视性、侮
辱性的言行侵犯学生人格尊严”等
8 种禁止行为。此次《意见》的出

台，不仅再次明确了教师拥有惩戒
权，更从适用场景上作出了规定。
这些规定有利于进一步明确惩戒权
的使用边界。

接下来，我们要关心的是教师
如何把握好惩戒的“度”，既不会太
轻，也不至于过分。在此基础上，我
们不妨加强三方面工作来保障教育
惩戒权的用好用实用得有效。

一是细化制度建设。惩戒权
用得好需要制度来保证，要拿出具
体的方案，细化规则，补充细节，依
靠各地收集总结已有的典型案例，
引导教师“按图索骥”，确保惩戒不
跑偏。

二是加强师德教育。教育归
根到底是“德育”，避免惩戒过度，
师德师风是关键。要通过各级教
育部门和学校的师风师德建设，让
教师明确适当惩戒是教书育人的
手段，而不是伤害学生的挡箭牌。

三是加强家校沟通。提升家长
的信任，建立家长诉求反映渠道、畅
通老师和家长的沟通渠道，共同寻
找最适合孩子的教育方法。

唠叨夫斯基

“戒尺”在手“度”须在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是推动高质量
发展、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
化的迫切需要。

回应人民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以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把发展成果不断转化为
生活品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
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人民群
众的需要层次随之提高，在民主、法

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
求日益增长。这既是我国社会生产力
水平显著提高的必然结果，又对我国
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
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
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
为必须贯彻的重大原则之一，凸显了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适
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必须继
续把改革推向前进，深化经济体制改
革，优化分配体制，健全公共文化服务

机制，打造宜居生态环境，让现代化建
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当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临
的突出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我国发展走到今天，是发展与改
革相互融合、互相推进的过程。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我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靠的是改革开
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靠的
也是改革开放；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开
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仍然要
靠改革开放。社会在不断解决矛盾中

发展，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
是以往不断推进改革发展的结果，其
解决必然也要在继续深化改革和推进
发展中实现。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必须
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改革，立足新发展
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
动高质量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
展新动能新优势。”通过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必能充分释放发展的巨大潜力
和强大动能，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
局面。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
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决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
“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
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
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
力和制度保障”。在前两个“相适应”
基础上，提出“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
好相适应”，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宝贵经验的科学
总结，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
不断深化，是我们党对历史唯物主义
基本原理的自觉运用和丰富发展。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运动，构成社会基本矛盾。社会主要
矛盾变化都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演变
而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改革是解决
社会基本矛盾的基本途径和主要方

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除了要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还要形成与现代化国家
相匹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重要内容，是国家长治久安与社会持续
进步的基本保障。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
如同双轮驱动，共同推动社会文明的进
步繁荣。社会发展状况与国家治理水平
密切相关。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
转化，国家治理面临许多新任务新要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必然需要更加完
善、不断发展。因此，必须坚持国家治理
和社会发展的内在一致性，不断优化治
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同时注重社会发
展的全面性与可持续性，确保两者深度
融合、动态适应、共同提升。

改革开放已走过千山万水，未来仍
需跋山涉水。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
往开来中推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
是要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
强社会活力。

作者单位:中共常州市委党校

唐 欢

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每逢中秋或其他传统节日，一
家人齐聚一堂，年轻人就被“催婚催
生风”催烦吹晕。也不知道从什么
时候开始，“不恋不婚不育”成了不
少青年的选择。据最新统计，2024
年上半年，全国结婚登记343万对，
同比减少49.8万对，约为2014年同
期的一半。按常理来说，现代社会
科技迅猛发展，人都到太空，车都到
月宫，谈个恋爱、生个娃本不是什么
难事。但新“三不主义”恰恰成了众
多家长乃至全社会的烦恼。前不
久，《婚姻登记条例》拟修订，结婚登
记不再需要户口簿，被网友戏称为

“国家催婚”。
从前车马慢，一生只够爱一

人。写情书、等信来，成了一天当中
最美丽、最快乐的时光。尽管为等
待焦虑、为婚姻担忧，但思念之心、
相爱之意只浓不淡。没有对象的男
生看到漂亮的女生，起哄、玩闹、卧
谈，甚至为很可爱的赌注直追猛赶；
同样，女孩子也会为某一男孩的某
一言行而心生涟漪，写进粉色日记

或与闺蜜商谈打趣。
也就短短几十年，恍若不同时

代不同时空，如今更多的是，男孩子
看到女生很少激动了，女孩子看到
男生也难得心动了。这中间肯定有
部分是个人问题，但这个比例越来
越高时，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了。到底怎么啦，好像是一夜之间，
孩子们都不会恋爱啦？

这里有整个社会的问题。如今
社 会 节 奏 过 快 ，996、007、886、
715……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太激烈
的社会竞争，让孩子们卷得累得根
本没时间、没心情、没身体去谈一场
轰轰烈烈的恋爱了。自然，也有个
人心理问题，如今社会都是焦虑过
度、平淡不够。孩子们对自己的未
来缺失憧憬、很是茫然，所以对成立
家庭、多个小孩更是没有底气、也无
把握。他们常常自嘲，“自己的情绪
都来不及梳理，如果还要经常性考
虑、安抚对方，加上孩子的种种，真
是背负不起。”当然，可能还有生理
因素。过去虽然物质条件一般，但
吃喝多是安全的、绿色的。现在虽
然食材天南地北、口味五湖四海，只
怕想不到，没有吃不到，但其安全
性、健康性或许要打个问号。转基

因的、预制的、人造的……各种“科技
与狠活”或许也影响了孩子们的激素
与激情？

如此看来，“三不”问题好像也不
全是孩子们的问题。而当下饭圈文
化、娘炮文化、碎片文化等甚嚣尘上，
畸形三观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很大诱
因。因此，能从这些纷繁复杂中突破
出来谈一场恋爱，确实需要很强信念
和很多能力。

首先是提升心理抗压能力。一直
以来，工作、生活的压力伴随着每个成
年人，但这并不是男女互爱、人类繁衍
的障碍。有人只是听说、有人因为受
伤，但总是一味地拒绝，只会累积心
理上的抵触与恐惧。所以应保持积
极的工作状态、良好的生活作息、有
益的运动休闲，主动释放压力，不断
调适自我，灵活应对变化，勇于爱与被
爱。其实，“三不”问题其实很多就是
心理问题。

其次是提升交流表达能力。现在
很多孩子会读书会考试，但就不会
谈恋爱。这里有上述心理问题，也
有语言表达与交际能力不足的问
题。众所周知，《西游记》里最受女
生喜欢的不是耿直的悟空、木讷的
唐僧或傻傻的沙僧，而是能说会道、

哄人开心的八戒。“男人不‘坏’，女
人不爱”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没有
人不喜欢风趣、幽默、好沟通的，遇
人脸红、对话支吾，不会表达、不懂
交流，博士后也白给。

还有要提升包容理解能力。当
下孩子大多是独生子，一直以来，凡
事都以自我为中心，不愿付出、不会
分享，加之如今太多的游戏、娱乐成
瘾，多元化生活方式使其很是习惯、
自在，愈发“三不”了。但新的时代，
即便不为谈恋爱、结婚、生子，也应懂
得共情、学会包容。要以开放的心
态，尝试倾听，学会舍得，从他人角度
思考问题，容忍他人的差异甚至不
足，理解别人不同的观点，尊重别人
不同的生活方式。

弗洛姆说：“爱是一种主动能力，
一个突破把人和其他同伴分离之围
墙的能力，一种使人与他人相联合的
能力。”恋爱，是一种能力，是一种勇
于付出的能力，但更是一种收获、一
次成长。它能帮助我们学会积极改
变，在放弃中获得，在牺牲中成就，
在包容他人中完善自我。所以，不
用拒绝恋爱、婚姻和生子，爱与被爱
都会让你更加健康、更加坚韧、更加
成熟。

老虎不哭

谈恋爱也是一种能力

近年来，中小学教师非教学负担
过重现象饱受诟病。填表、迎检各种
留痕，以及各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教师不少工夫都要用于布置、完成各

种任务，耗费了很多原本用于教学的
精力。

让教师专注于教学，必须立足教
育根本，减少不必要的社会事务和督
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只有进一
步明晰教育边界，构筑起形式主义的

“防火墙”，才能真正把宁静还给学校、
把时间还给教师。 周文杰 文/图

把教学时间还给教师

9 月 5 日晚，世界杯预选赛亚
洲区 18 强赛，中国队客场 0:7 不敌
日本队的比赛结果一出，立即在朋
友圈刷屏。“爱之深，责之切”，在这
个时候还有这么多球迷关注中国
足球并为之动情，这其实也是中国
足球的福气。日本队的人才储备
和比赛经验，是中国队目前可望不
可及的。他们的成功源于完备的
青训体系和长期的国际化战略。
与日本足球相比，中国足球走了
太 多 的 弯 路 ，经 历 了 太 多 的 波
折。抛开情绪化的宣泄，不得不
承认这场比赛充分诠释了“技不
如人”，大比分的失败不是因为某
个球员发挥失常，而是因为整体
实力差距太大。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足球应该更坦然地接受这场
失败，更积极地求变图强。未来，
中国足球应该有更强烈的紧迫感，
扎扎实实地落实改革发展的部署，
打好基础，提高实力。

——沙元森

近日，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反
映，因天气炎热，湖南湘潭县天易
金霞小学要求家长捐赠空调。9月
5日，湘潭县教育局发布通报，称网
传情况属实，已责成学校回购所捐
空调，后续将依照相关规定严肃处
理。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空调算
不上是什么奢侈的装置，让孩子在
有空调的教室里学习，不该成为一
种奢望。湘潭县教育局工作人员
说“国家并未要求学校一定要在教

室安装空调”，虽然是事实，但站在
酷热现实和普通人同理心的角度
看，未免太不近人情。当然，很多
地方表示，财政难以保障在中小学
校全面安装空调，也是事实。再退
一步讲，目前还没有装空调的学
校，如果家长真的自愿捐赠，确实
不存在强制情形，不妨先让孩子们
凉爽起来，再组织各方探讨如何解
决电费等后续问题，商量出一个大
家都能接受的办法。

——龙之朱

上海近期审理了一起行人闯
红灯导致的交通事故案件，闯红灯
者被以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
二年六个月。这个判决很好地澄
清了一个误解：法治并不是“谁弱
谁有理”，而是该谁的责任谁承
担。被告人周某闯红灯过马路，碰
撞到骑行电动车的林某致其摔倒，
进而被轿车碾压。道路交通事故
认定书认定，周某在人行横道内闯
红灯通行，负主要责任；林某驾驶
电动自行车在道路上超速行驶，
负次要责任；刘某在绿灯时驾驶
小客车正常通行，在本起事故中
无需承担责任。判断刑法意义上
的因果关系，要求我们摆脱机械
思维，不能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
简化为“谁撞死的谁负责”。一个
人的损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没
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就不应被追
究刑事责任。

——柯锦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