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谓“老漂族”，指为支持儿女事业、
照顾第三代而离乡背井，来到子女生活的城
市的老年人。近日，记者走访了不少“老漂
族”家庭发现，这种生活方式存在诸多问
题，但现实是“老漂族”这一群体依然在不
断壮大。而这一矛盾的背后，更多的是儿女
们深深的无奈。（人民网）

事件回放

议论纷纷

城市“老漂族”

“老漂族”无以载乡愁，主要是因为
“两堵墙”。一是无形的文化墙。由于地域不
同，生活环境各异，每个地方都有其特定的
文化习俗和生活习惯。二是有形的“户籍
墙”。由于我国实行与福利挂钩的户籍政
策，而大多数“老漂族”又不符合落户规
定，不得不被挡在城市之外。

——薛家明
面对老龄化社会，“老漂族”的数量必

然会不断增多，而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不妨让异乡变为故乡。

——刘建国
关爱“老漂族”，仅要求子女给他们多

一些关爱，社会对他们给予情感上的抚慰，
是远远不够的，让他们安度晚年，需要有

“一揽子方案”，应逐渐构建和完善有利于
“老漂族”生活、医疗保健、退休养老的制
度，要有完善的“老漂族”服务机构、医疗
保健机构和娱乐活动基地等。

——卞广春

近日，我国大部地
区天气降温，而一则发
生在江苏如皋的新闻却
令人心头一暖：“百家
宴”烹饪大赛、“好邻
居故事会”“邻里帮”
等丰富多彩的“你好，
邻居”社区系列活动，
让邻里关系更融洽，社
区更和谐。（新华社）

常言道“远亲不如
近邻”。当邻里之间都
能和睦相处，守望相
助，当每一个社区都能
充满温暖与友爱，大家
的安全指数和幸福指数
才能不断提升，社会才
能更加文明和谐。

（请本版作者速与本报联系，以奉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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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作业
为何让家长犯难

□李小将

很多幼儿园小朋友的家长反映，自
从孩子进入幼儿园后，家长的“功课”
就多了起来，各项园内活动和作业让他
们很“头疼”，比如帮孩子参与面点比
赛、给动物做房子、服装秀、手工、视
频剪辑……（中新网）

其实，幼儿园作业难坏家长的情况
笔者也遇到过。前几天，孩子所在的班
级留的手工作业，由于有难度，孩子一
直在一旁看，笔者费了很大的劲，才替
孩子完成。另外，老师催作业催得紧。
通常是前一天放学时布置的作业，第二
天入园时就得交，过期不候。个别家长
也曾给幼儿园的老师提过意见，但效果
不是太好。

幼儿园老师留作业，初衷本是为了
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为家长创造亲子
时间，这本没什么错，但当作业超出了
孩子的动手能力，让家长也犯难时，明
显背离了留作业的初衷，让人不禁要
问，这作业是给孩子留的，还是给家长
留的？

一言以蔽之，幼儿园老师应遵循学
龄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让孩子在寓教
于乐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
和交往习惯。除此之外，老师在布置作
业时，应考虑到幼儿的动手能力，布置
的作业不宜过多，还需留有充足的时
间，所布置的作业不该成为家长的“甜
蜜”负担。

就地高考 不能等也不能急
□白靖利

近日，黑龙江2017年高招报名工作正
式开始。截至目前，北京、江苏和安徽等9
个省市相继公布2017年高考报名时间，针
对随迁子女的高考报名门槛，各地也明确
了相关标准。（新华网）

允许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就地参加高
考，在推进教育公平方面无疑具有重要分
量。以进城务工群体为代表的流动人口，
为城市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他们
及其子女理应享有与付出相称的待遇。否
则不但有违公平，恐怕也无法让他们安心
参与城市建设。

就地高考目前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相
对发达的城市，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心存

顾虑，担心教育资源再分配伤及自身利
益，而所在地居民也担心随迁子女就地高
考会摊薄录取机会；二是久治不愈的“高
考移民”顽疾也在侵蚀着教育公平。

越 是 “ 难 啃 的 骨 头 ” 越 要 坚 决 啃 下
去。好的制度关键在于严格的落实。接下
来，在条件明确的基础上，各级政府及其
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狠抓落实，确保“机会
公平、程序公开、结果公正”。

实行就地高考政策首先应区分好随迁
子女和“高考移民”。在执行过程中应该公
开报名情况，接受公众监督，防止暗箱操
作，对“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学籍造
假”等弄虚作假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这
样才能既保障随迁子女考试和录取的权
利，又不让“高考移民”有钻空子的机会。

就地高考问题不能久拖不决，但“冰

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涉及的区域、
部门、人数众多，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不分
情况、地域地“一刀切”。在加强对家长职
业、住所、社保和随迁子女学籍管理的基
础上，还应在相应的范围内，尽力增加高
考录取指标。在现行高考录取制度下，提
供适当的增量，为当地户籍考生和随迁子
女提供更公平的升学机会，才是最有效的
措施。

就地高考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社会
问题。就地高考的根源在于区域发展不平
衡，以及由此产生的教育资源分布差异。
从这个层面来说，加快中西部等欠发达地
区的发展，逐渐缩小各地区教育资源的差
距，乃是治本之策。而深入推进高考改
革，改变“一考定终生”制度并扩大高校
自主招生，应当是高考改革的大方向。

为了整治广场舞噪音扰民，广西南宁福
建园街道推出“奇招”——在星光大道淡村
路口广场上摆放数十个花盆。10月 30日，
记者发现，栽种在盆里的植物如今已经枯
死。（新华网）

【点评】
@爱就爱江湖：目的达到了就行，谁还

管植物的死活。
@爱像个夏天：治标不治本。
@冷酷到底：不会是广场舞大妈蓄意破

坏的吧？

□张 维

人均消费近200元的海鲜自助，要提
前收取顾客每桌100元钱的保证金，这让
北京的王女士有些不满。记者调查发
现，目前不少自助餐商家都有这样的规
定，商家称此举目的是“避免浪费”，引
起食客的重视，实际操作中，如不是浪
费过于严重，钱都如数退还。食客对此
态度不一。（《北京晨报》）

餐桌浪费目前是人们生活中的一大
顽疾，消费者进餐馆、到食堂，用餐浪
费现象时有发生，虽说有“光盘”提示
牌，有用餐节约宣传标语等，但在实际
操作中，还是收效甚微。其中最大的症
结，就在于消费者习惯养成。

从理论上讲，消费者花钱点餐，吃
掉和吃不掉都是自己买的单，似乎与别
人不相干。可是，他们往往没想过，正
是因为有人铺张浪费的习惯，才导致社
会公共资源的巨大浪费。据调查数据显
示，全国一年仅餐饮浪费的蛋白质、脂
肪，就高达 1100 万吨，这相当于 2 亿人一
年的口粮。

笔者认为，遏制餐桌浪费仅靠宣传
引导和道德上谴责，还是远远不够，还

必须把他律与自律有机地结合起来，形
成内外兼顾，督促监管的良性循环。当
然，人的习惯养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如果要改变一个人的习惯，也并非
一日之功。

笔者认为，就餐桌浪费而言，确实
需要有一定的辅助跟踪监督的措施，尤
其是在自助餐这样的消费方式上，更应
该有他律的监督和处罚手段。进自助餐
厅消费，大多吃客都有这样心理：既然
钱已花掉，总想把每样食物都尝遍，而
且还想多多品尝。假如你是大肚汉，能
装下这些食物，那也无可厚非。可问题
是，有些食客明明肚里装不下，也要弄
许多食物，这就造成了巨大浪费，实在
让人痛心不已。

因此，笔者认为，自助餐消费收取
100 元保证金并没什么不妥，相反还有利
于控制餐桌浪费的现象滋生蔓延。对有
意为之者来说，这既是一种经济处罚，
更是教育引导；对无意为之者，也能起
到警示作用。长此以往，消费者在尝试
食物时，脑海中就会多增加一些节约意
识，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生活中的铺
张浪费现象。

遏制餐桌浪费 要自律也要他律

10月30日，来自湖北省内的一万余名
考生在武汉六大考点参加美术统考模拟考
试。其中在最大的一个考场湖北大学3号体
育馆内，2000多名考生同一场馆考试，其
场面颇为壮观。（新华网）

【点评】
@老顽童：作为一个过来人，深知艺考

生的不易。
@寒冰：孩子们，辛苦了。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