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APP需要规则“教育”

近日，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北省关于完善促进消
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9-2020年）》，其中提到：将要
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鼓励错峰休假和弹性作息，在有条件的
地区探索实施周五下午加周末的“2.5天小长假”政策措
施。记者了解到，不仅是河北省，近两年，包括江西、贵
州、重庆、甘肃、陕西、福建、浙江和广东等10余个省份
均出台意见，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实行新的休
假模式。（据《北京青年报》）

“2.5天小长假”满足了民众的出行需求，增加了旅游目
的地住宿、餐饮等方面的收入，如此一举两得的事却难以成
为常态。“2.5天小长假”只是倡导，并非强制，推行中必定
会有不少阻力，落实错峰休假，除了要出台相关规定在政策
层面鼓励倡导外，更应有具体与整体性的规划来确保落实，
因地施策，让“小长假”福利能落实到实处。

放弃很容易
坚持却很酷

□孙建磊

2014年1月，我市召陵区老窝镇
一名22岁女孩，涂抹“药水”治病却
发生汞中毒，昏迷不醒成了植物人。
民警追捕4年多，终于在2018年11月
将非法行医的胡某某抓获。（详见本报
1月16日05版）

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故事，也是
一个令人欣慰的故事。我们为女孩的
遭遇痛心不已，也为民警坚持不懈、
追捕嫌犯4年多肃然起敬。生活不易，
工作不易。人生路上，放弃很容易，
坚持却弥足珍贵。

坚持才有希望，坚持才能成功。
人海茫茫，抓捕嫌犯不容易。案发后
嫌犯逃到外地，不断变换住所，从不
使用身份证。毫无线索，追捕如同大
海捞针。但是，民警锲而不舍，4年多
来从未放弃追捕。念念不忘，必有回
响。终于，嫌犯在4年多之后落网。假
如没有坚持，怎能以此给受害人及其
家人一点安慰！

人生旅途，难免会遇到荆棘和坎
坷。不幸与困难，从来不是放弃的理
由。美丽彩虹之前，是一时的暴风骤
雨。只要我们这一秒不放弃，下一秒
就有希望。

坚持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
坚持不是空喊口号，而是踏实行动。
民警追捕嫌犯4年多，仅去胡某某老家
就有十多次。于是，当胡某某一回到
老家，民警才能及时获得信息，成功
将其抓获。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
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金榜题名之前，是多年的寒窗苦
读。冠军荣誉背后，是无数的汗水付
出。要想活得精彩，要想有所收获，
离不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和
努力。

坚持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需要力量支撑，需要动力源泉。坚持
的背后，是责任和信念，是善良和真
情。民警追捕嫌犯 4 年多的动力是什
么？是无亲无故的民警觉得，女孩

“一家人实在可怜”，是“每次去女孩
家都忍不住落泪”。这样的善良，这份
发自内心的真情，让民警一次次踏上
追捕之路，心甘情愿，毫无怨言。“把
罪犯绳之以法是对受害人最大的安
慰”。这样的责任心和信念，让民警坚
持不懈，直至抓获嫌犯。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失败、绝
望、孤独、寂寞……当你走到崩溃边
缘，才发现唯有真情温暖人心，唯有
信念让人满血复活。心中有爱，信念
坚定，坚持也就不苦不难，反而看清
楚人生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披荆斩
棘，解决问题。

人生路上，放弃很容易，但坚持
很酷。这个“酷”，不是特立独行，而
是充满骄傲和自豪，饱含希望和梦想。

德不孤，必有邻。请相信，追求
美好生活的路上，很多人和你一样坚
持着、努力着。

首张“低头族”罚单具有导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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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昌俊

利用抄作业、搞题海、公布成绩
排名等应试教育手段增加学生课业负
担的APP，付费查看成绩、花钱讲解
试卷的APP等应立即停用。据媒体报
道，日前，《安徽省教育厅关于严禁有
害 APP 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发
布，正式启动对中小学使用APP情况
的全面排查，严禁有害APP进入中小
学校园。（据新华网）

自不久前教育部办公厅下发 《关
于严禁有害 APP 进入中小学校园的
通知》 后，多个地方都已要求对教
育类 APP 采取严查和清理行动。这
是因为，在目前教育类 APP 几近泛
滥 的 背 后 ， 却 隐 藏 着 诸 多 的 乱 象 ，
其鱼龙混杂的问题已到了必须被正
视的时候。

虽然名为教育 APP，一些甚至直
接打着作业 APP 的名号，但其中不少
从 内 容 看 ， 更 像 是 社 交 、 游 戏 类

APP。譬如，公开资料显示，一款叫
“作业盒子”的 APP，提示通过开通
收 费 习 题 项 目 ， 孩 子 还 可 获 得 PK
点、金币、体力卡、皮肤等奖励，这
些与学习似乎并无直接关系；2018 年
媒体曾爆出，“互动作业”APP 直接
内置游戏中心，多达 86 款游戏，可让
学生即点即玩。这类现象并非孤例，
2018 年年底有媒体测评30 家热门教育
类 APP，发现一些 APP，在社区板块
甚至含有“大尺度”照片……

这显然是一种危险的错位。教育
部及多地教育部门下发的整治通知，
无疑为整个行业敲响了警钟。但是，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能低估一些企
业的侥幸心理，要彻底净化这一行
业，仅仅靠一场突击治理，是远远不
够的。对于到底哪些才是经过了资质
认证的，教育部门也该加大信息公开
力度，让学校、家长心中有数。

一款产品主打未成年学生，且打
着教育的旗号，显然不是什么钱都能
赚。试图靠游戏来打开市场，其“教

育”之心，无疑是可疑的。在这个领
域，资本、流量依然重要，但如果缺
乏对教育底线的坚守，缺乏对规则的
敬畏，不过是本末倒置。

当然，除了直接加强对市场端的
监管，学校尤其是家长对于 APP 的筛
选，也应该有明确的把关标准。那些
动辄标榜在多少学校被指定使用的
APP，到底是如何被选中的，却语焉
不详，这里面的利益空间可想而知。
相关通知要求，学习类 APP 进校园必
须实行“凡进必审”，但审查到底应
由谁来进行，标准如何，规则还应该
进一步完善。某种程度上而言，教育
APP 就应该参照教材那样来进行管
理，向高规格看齐，并建立恰当的行
业退出机制，方能彻底压缩夹带“私
货”的行为。

说到底，在线教育的发展方向虽
然值得期待，但却不能任其野蛮生
长。教育行业自有其规律，无论线上
还是线下都应该遵循。违背规律与规
则，就该有明确的惩戒来“伺候”。

□何 勇

“你好，刚刚你拿着手机边看边过
斑马线，根据《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行人横穿道路时低头看手机要
处以10元的处罚。”1月 14日上午9
点24分，在浙江温州市区学院路口，
交警对斑马线上的“低头族”市民胡
女士现场开具了处罚罚单。这也是
《温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今年元旦
开始实施后，行人在斑马线上看手机
被处罚的首张罚单。（据 《温州晚
报》）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已经成
为我们生活离不开的一种工具。但与
此同时，我们不少人则被手机所绑
架，甚至沦为手机的“奴隶”，“低头
族”由此诞生。

“低头族”边走路边玩手机很明
显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这一点无需
多言。轻则，“低头族”本人可能撞
到电线杠上、撞到墙上，或者掉进河

里，这样的案例很多。重则，“低头
族”无意间闯红灯、逆行、横穿马路
等交通违规行为，极易引发交通事
故 ， 酿 成 惨 祸 。 有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

“低头族”引发的交通事故占比已超
过两成。

温州对慢吞吞走过斑马线玩手机
的“低头族”开出首张罚单，虽然罚
金只有 10 元，但这张“低头族”罚单
本身所具有的导向意义则远远超过罚
单本身。一直以来，在不少“低头
族”看来，边走路边玩手机不是什么
大不了的事情，完全是自己的私事，
只要没有影响到别人，那么谁都管不
了，谁都不能干涉“低头族”边走路
玩手机。温州开出首张“低头族”罚
单，无疑从法律层面明确行人边走路
边玩手机并不是自己的私事，有可能
属于交通违章行为，需要为当“低头
族”的行为成本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我们常说罚款不是目的，罚款只
是手段。温州开出的首张“低头族”
罚单，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惩罚“低
头族”，而是要借此教育广大“低头
族”，引导和呼吁行人重视道路交通
安全，在走路时一定要遵守道路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千万不要当边走路边
玩手机的“低头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