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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作业”应该成为常规家庭作业

为了强健孩子体魄，在此前各地探索的

基础上，今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等15部门印

发《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

(2021—2025年)》，提出“全面实施寒暑假学

生体育家庭作业制度”。这个暑假是新规出

台后的第一个假期。（8月19日《新华每日

电讯》）

“体育作业”于现行教育中，显然还是相

对薄弱的环节，也导致了学生健康素质不如

人意。比如，近年来青少年的体能与运动素

质持续下降，“小胖墩”和“小眼镜”数量持续

攀升，脂肪肝、高血压等慢性病也现低龄

化。尤其是现在受疫情影响，很长时间孩子

们的“宅”成为一种常态，更导致体质不同程

度地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体育作业”尤

其有现实意义。

由于近视是现在影响孩子健康的突出

问题，“体育作业”当然也应针对近视的预

防，而这道“体育作业”需要学生、家长、学校

乃至全社会来完成，督促孩子改变用眼过

度、多坐少动等不良习惯，多到户外运动，尽

量避免长时间使用电视、电脑、手机等电子产

品，显然尤其必要。当然，这不仅可以预防近

视，还包括肥胖、脊柱弯曲等常见病的发生。

如今疫情还没有过去，体育家庭作业制

度也是疫情防控的需要，比如自我健康监

测、做好防护等等。而既是“体育作业”，加

强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自

是应有之义，而这样的“体育作业”，需要的

是持之以恒。

以前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于青少

年，身体素质更是今后人生的基础。

“体育作业”体现的正是教育以人为本

的宗旨，显示的是高度的责任意识和深厚的

教育情怀。教育不只是教授知识，更应该培

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强健的体魄。也因此，

家庭作业包含体育，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

体育作业也不能只是寒暑假的家庭作业，还

应成为常规家庭作业，以尽快补上学生体质

这块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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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1/3癌症信息是错的

患癌让病人感到脆弱，他们会搜

索网上大量治疗信息，期待得到最佳

治疗途径。近期，美国犹他大学研究

人员刊登在《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杂

志上的一项研究报告称，社交媒体上

最受欢迎的治疗癌症文章中，有 1/3

含有错误信息。这些信息绝大多数会

对癌症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存机会产

生负面影响。 @生命时报

莫让“特殊学校”害人的悲剧重演
■ 刘天放

事乱炖时

8月18 日，湖南华容县公安局将“华容

县宏军青少年特殊培训学校(下称宏军学

校)虐待案”移送当地检方审查起诉。据调

查，涉案学校未取得民办学校许可，校长及

三名教学人员(均无教师资格证)存在对两

名学生长期进行体罚、虐待行为，因涉嫌虐

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已被检方批准逮捕。（8

月18日中新网）

据查，这所“特殊学校”的“特殊”之处，

就在于如果学生不服从管教，轻则被打屁

股、打手心，重则将面临捆绑束缚、针扎身

体、扇耳光、用手铐拷手等更为残忍的惩

罚。众多学生在这所实行所谓“全封闭式

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内，惨遭虐待。更令人

费解和吃惊的是，这所学校竟然还是无资

质的野学校！

由宏军学校虐待案，不禁令人想起了

臭名昭著的豫章书院非法拘禁学生案。该

案已于去年7月7日一审宣判，多名嫌疑人

以非法拘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而如今，

又有学生在宏军学校被虐待，手段同样残

忍。尤其是，就是这样一家未取

得民办学校许可，且连校长都无

教师资格的学校，竟然能公开办

学，真是令人唏嘘！

这类打着矫正学生不良行

为嗜好幌子的学校，多采取的是

对学生进行体罚或殴打等非法

手段，让学生屈服，进而达到所

谓“矫正”的目的，给学生的身心

健康造成了极大伤害。这些学

校利用家长的迫切心理，用所谓

“速成”的方式，对学生进行体

罚、殴打乃至电击，手段极其残

暴，对此必须给予法律的惩罚。

可以看出，此类学校之所以

能嚣张办学，一方面是当地教育

主管部门的监管不当导致非法

“特教学校”以管理问题学生的名义招摇撞

骗；另一方面，不客气地讲，某些家长也是

糊涂透顶，认为孩子有问题就需严加管教，

成了暴力办学的变相帮凶。

值得追问的是，像宏军学校这样打着

“矫正”学生不良行为旗号而损害其身心健

康的“特殊学校”还有多少？是不是仍在大

量招收“问题学生”并堂而皇之地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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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饼回归食物本质是个可喜变化
■ 罗志华

螺蛳粉、辣条、小龙

虾月饼出圈后，今年的

“月饼大战”中，下一个

爆款会是走奶茶风的海

盐芝士流心、复刻经典

的夫妻肺片、下午茶风

格的猫山王榴莲，还是

被消费者视为“yyds”的五仁、蛋黄等传统口

味？作为代表性国货，近年来，围绕年轻人

饮食习惯和审美，针对不同消费场景，每年

都有新变化的月饼逐渐回归食物本质，呈现

出点心化、零食化、健康化等趋势，自吃比例

不断上升。（8月19日《南方都市报》）

曾几何时，月饼吃的基本功能受到挑

战，月饼的其它功能如送礼等，则喧宾夺

主，成为主要功能。买月饼送人，成为中秋

节的一大景观，以至于一盒包装精美的月

饼，从最初的出资购买者到最后的食用者，

往往需要几易其手。商家在销售月饼时，

也习惯于事先询问消费者“是自吃还是送

人”，针对两种不同的购买目的，推荐的月

饼种类也大相径庭。

月饼自吃比例低、送礼比例高，催生出

了其它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一

些商家打着“高端定制”“尊贵气息”等幌子，

推销高价月饼，市面上以包装精美的月饼占

多数，有的月饼包装比月饼本身要贵得多，

有的月饼还配上名烟、名酒、名酒中药等，月

饼的价值远不及附带商品的价值，月饼只不

过是送礼的幌子。此类现象助长了腐败，让

人际关系变得庸俗，也破坏了市场、影响了

节日气氛。

近年来，月饼市场悄然发生着改变，天

价月饼逐渐减少，需求日益疲软，目前在市

场上已难寻踪迹，取而代之的，是平价月饼、

散装月饼等，这些月饼虽然外表不再华丽，

但内容与品质都在不断提升，品味也变得越

来越丰富。此次调查也是如此，有27.4%的

消费者买来自吃，比送礼需要高出近5个百

分点。月饼的食物本质在逐渐回归，“月饼

是用来吃的”这一观点已深入人心。

月饼回归食物本质是个可喜变化。期

待这一变化能够形成不变的趋势持续下去，

并不断赋予新内容，比如月饼更能吃出健

康、吃出品味、吃出地方特色等。更希望以

这种变化为契机，带动其它方面出现积极变

化，在月饼回归食物本质的同时，也让中秋、

春节等传统节日更富传统文化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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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对最亲近的人
也要好好说话

生气时也不口无遮拦，伤害真正

关心自己的人；对话中愿意倾听对方，

不把自己当成唯一的主角；有独立的

思考和想法，不人云亦云；开玩笑有分

寸，不拿冒犯他人当幽默……人的幸

福感很多时候会受日常交流的影响，

想让别人好好待你，就要拿出真诚，好

好对待别人。 @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