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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 CHANG DAO非常道

教材“粗制滥造”
不能止于“更正”□汪昌莲

“驴友”探险
切莫“一备了之”

□木须虫

SHI SHI LUAN DUN时事乱炖

近日，北京林业大学教师施兵“找茬”大

学英语教材一事引发广泛关注。无意间发

现一本大学英语教材的错误，使得他开始了

历时两年对大学英语教材的“找茬”历程。

通过查阅 100 多本教材和资料，发现问题教

材达 30 多本。17 日，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有

关出版社将更正。（11月18日《京华时报》）
教材出错，危害性很大。对于教师来讲，

给教学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而对于学生

来说，则是在误人子弟。因此，北京林业大学

教师施兵锲而不舍地给英语教材“挑错”，已

找出“问题教材”30多本，其积极意义不容小

视。特别是，对于教材“粗制滥造”，相关出版

社不能止于“更正”，除了召回出错教材之外，还应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问题是，教材出错并非是个案。时下，教材出错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大大降

低了教材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曾作出规定，“教材差错率不得

超过万分之一”。要知道，这个差错率，主要是指错别字和标点的差错，而不是内容

的失真。但一些中小学教材中出现的错误，往往是些不该出现的低级错误。例如，

北京市组织编写的九年义务教育初中地理教材，把陕西、甘肃划归于“华北”地区。

这套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教材，已经使用了14年。要不是在2011年温家宝总

理指出了问题，这个常识性错误不知还要误导多少孩子。同样，如果不是大学教师

施兵“找茬”，这些英语教材，还会将错误进行到底。

事实上，教材是不该出错的，更不应该出现常识性错误。教材的影响面太

广、太大，是关系到亿万青少年知识教育、人生观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百年大计。

可见，教材出错，至少侵犯了学生的利益。因此，除了要让“粗制滥造”者为教材

出错埋单、付出侵权成本之外，有关部门应改革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纠错、监

督机制，重点是要建立审读制度，即教材在出版之前，应广泛征求教师意见，及

时纠错，再不能让几个所谓的教育专家关起门来编教材了。

特别是，社会和公众，要像大学教师施兵一样，以对孩子负责的态度，肩挑

正义，并运用法律武器，向教材“粗制滥造”者追责，维护教育部门、学校和广大

师生的基本权益。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人民教师，不要迷信教材的权威性，去照

本宣科；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及时发现教材中不易觉察的错误，在编写、审定、出

版等环节之后，守好教材的最后一道防线，坚决不让“有病”的教材去贻误孩子。

近两年，“驴友”穿越秦岭迷路的新闻时有发

生，《陕西省旅游条例》在修订时，拟规定组织者要

提前5日备案，不备案的话，对组织者和参与者都要

处罚。（11月18日《华商报》）
“驴友”探险渐成风尚，探险顾名思义存在一定

的风险，因此发生意外的事情时有发生，而政府为此

组织求援付出了不小的代价。在“驴友”探险旅游不

能禁止的语境下，将他们纳入到公共管理的范畴内

有序引导，不失为良策。陕西修订旅游条例，拟对“驴

友”的探险实行备案制度，不乏善意，也是积极的尝试。

备案不是审批，也就是说“驴友”组织的探险活

动，在开展之前向主管部门按要求报告一声就可以

了。倘若如此，这对“驴友”的活动本身没有任何意

义，其效果不过像出门向家人告之去向。无疑，这样

的备案仅具“礼仪式”的程序意义。对此，陕西省人

大相关人员的解释是“这一条款更多的是提醒驴友

有风险意识，是事后监督，主要靠自觉履行”。显然，

这更像是“为了备案而备案”，形式上的管理罢了。

定位失准，必然导致执行失软。就条款的设计

来说，貌似健全合理、处罚严厉，但是就现实来说备

案可能形成鸡肋。

“驴友”探险不能“一备了之”，备案制度还应与相

应的服务结合起来，“驴友”在出行之前备案，能够获取

想要的咨询以及可能发生风险时就近及时的帮助。

备案制度考验的并不只是“驴友”的自觉，而是与户外

探险旅游相关的职能部门的作为与能力，能够推动风

险的预防和发生风险救援准备的前置。所以，“驴友”

探险建立备案制度，违反制度给予处罚不是目的。推

动立法在强调“驴友”责任的同时，对于公安、体育、旅

游等部门，围绕备案制度如何给予服务，也应当作出明

确的规定，增强“驴友”信息报备的保障感。

王健林：房地产仍是中国经济
最后“救命稻草”

随着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压

力突显，房地产业告别了过去高

增长阶段。不过在王健林看来，

房地产仍然是中国经济最后的

“救命稻草”，他说，在未来 5～10

年内，(国内)还找不到可以取代这

个行业的“大火车”。对于北京房

价，他说由于人口净流入，未来10

年会持续上涨。同时他也表示，

房地产业本身就不是“万岁行

业”，房地产企业不能将此作为未

来长期生存的战略。 @新京报

生“二孩”有“生育补贴费”？
小心是诈骗！

近日，山西王女士家里添“二孩”

后，接到自称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

对方说政府对刚生“二孩”的家庭有

生育补贴，索要银行卡号和身份信

息，王女士觉得不对劲挂断电话。警

方提醒，骗子利用新政策借“二孩”名

义诈骗，遇到请报警！@央视

别让“心酸手机”
灼伤“爱的能力”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

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手

机玩到烫手，灼伤的是亲情与友

情，尤其是最需要家长陪伴和呵护

的孩子。沉迷于手机是一种表象，

更需要警惕的，是我们正在丧失爱

的热情、爱的能力。@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