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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俊杰 胡浩
教育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强

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
要求，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
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

近年来，家长在跟学校的
互动中疲于应付各种作业和检

查，屡有抱怨之声。本次通知
要求，教师对布置的作业要全
批全改，指导学生尽量在校完
成书面作业，培养提升孩子们
自主学习和时间管理的能力。

必须指出，不得要求家长批
改作业，不是说要家长放弃家庭

教育主体责任。相反，家长应督促
孩子主动完成作业，合理安排孩子
课余生活，同时要以身作则，培养
孩子良好学习习惯和责任感。

而且，学习还应包括科学
探究、体育锻炼、艺术欣赏、社
会与劳动实践等，其最终目的

是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
后，对学校和教师的评价指标，
应摒弃唯分数和升学，把作业
设计、批改和反馈情况纳入对
教师的考核评价。

网上购药“对药下
症”亟须依法遏制

□ 杨李喆
看病、开方、买药，这是

看病问诊的正常流程，但你
听过“对药下症”的逆向“神
操作”吗？据媒体报道，记者
通过互联网医疗平台购药后
发现多家平台流程均是先选
购药品，后根据药品配处方，
且审核走过场，连用11岁的
儿童身份也能轻松买到麻醉
类药品。

按照《互联网诊疗管理
办法（试行）》规定，医疗机构
开展互联网诊疗活动应当严
格遵守《处方管理办法》等处
方管理规定，在线开具的处
方必须有医师电子签名，经
药师审核。但从实际来看，
先选药买药，后补处方，这样
的“对药下症”逆向操作是存
在的。这不仅导致了互联网
诊疗秩序混乱，也埋下了用
药安全等隐患。

对上述现象不能纵容，
强化依法监管与治理是首要
的。此前媒体就指出，互联
网医院是通过互联网技术实
现医疗服务在管理方式、服
务范围、服务内容上的突破
创新，但目前互联网医院面
临多个层面的监管难题，包
括全流程监管、诊疗范围、权
责认定等方面。所以，相关
部门应当对此重视起来，通
过加强常态化监管，规范互
联网诊疗行为。

在大力发展互联网医疗
的同时，更有必要健全监管
执法机制，加大对违法行为
的震慑力度，增强制度刚性，
方能确保互联网医疗的发展
行稳致远，保障人民群众的
用药安全。所以，监管执法
部门当创新监管举措，对行
业乱象坚决遏制。

平台须切实负起主体责
任。根据《处方管理办法》规
定，处方中，患者年龄应当填
写实足年龄，新生儿、婴幼儿
写日、月龄，必要时要注明体
重。药师调剂处方时必须对
科别、姓名、年龄等情况检查
核对；除治疗需要外，医师不
得开具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等处方。从消费者角度来
讲，增强用药安全意识很有
必要。虽然通过互联网医疗
购药便捷，但是消费者也不
能只图便捷而不顾安全，一
定要按照相关程序购药 、
用药。

据统计，去年，在我国互
联网医疗市场，互联网月活
跃用户规模超过5400万，“互
联网+”医疗正逐步改变现有
的医疗服务模式和传统医疗
格局。所以，我们也应该做
好相关知识普及，使公众认
识到科学购药服药的重要
性。当然，加强对互联网医
疗行业的监管，才是对行业
健康发展最好的守护。

□ 胡浩 余俊杰
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强

调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1小
时体育活动时间，并明确体育家
庭作业制度，要求大力推广家庭
体育锻炼活动，学校对体育家庭
作业加强指导。

从体育家庭作业，人们能看

出政策制定者对加强学生体育
锻炼的良苦用心，而这也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现实的无奈。“跑跑
跳跳”本不应该是一门强制完成
的作业，而是孩子的天性。繁重
的作业、上不完的课外班，却让
他们只能困坐在书桌前。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身体健

康、意志坚强、人格健全应该成
为教育的要义。蔡元培先生早
有箴言：完全人格，首在体育。

此次教育部同时出台关于
作业和体质管理的两个文件，
在强调保障体育活动时间的同
时 ，对 书 面 作 业 总 量 也 严 格
控制。

让 孩 子 赢 下“未 来 的 大
考”，从完成体育家庭作业开
始。在孩子们心中种下“文明
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种子，
让他们掌握运动技能，体会运
动乐趣，养成运动习惯，方能成
长为健康快乐的一代，成长为
祖国建设的坚实栋梁。

让体育从“一门作业”到“一种习惯”

点外卖时，想领一张外卖券，发现完成借款才可领取；打车
时，想领张优惠券，结果需要授信贷款；想在文档里码点字，不小
心点进了借钱页面……

现在几乎打开手机上任意一个App，都能看到借款入口。
App热衷于放贷，对于消费者来说，或许是一份超额的体验负
担。 据中新网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身体健康、意志坚强、人格健全应该成为教育的要义。让孩子赢
下“未来的大考”，从完成体育家庭作业开始。

不得要求家长批改作业，不是说要家长放弃家庭教育主体责任。相反，家长应督促孩子主动
完成作业，合理安排孩子课余生活，同时要以身作则，培养孩子良好学习习惯和责任感。

领券打车先借款，花钱容易还款难。
各类平台忙放贷，超额体验成负担。

家长不批改作业不等于家庭放弃教育责任

□ 然玉
近期，北京市市场监管局针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校外教育培
训机构组织专项检查，依法查处
校外教育培训机构价格违法、虚
假宣传等行为，跟谁学、学而思、
新东方在线、高思四家校外教育
培训机构，被顶格罚款50万元。

长久以来，形形色色的校外
培训机构，一步步坐大成为庞大
的利益集团，规范校外教培，教
育主管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义
不容辞。顶格处罚四家知名培
训机构，正是为了亮明态度、重

申规矩。
细读这份通报，我们发现，

被罚的四家教培机构，其违法事
项都是一样的：利用虚假的或者
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
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
易。毋庸讳言，此类操作在线上
交易平台广泛存在，并非“教培
产品”所独有的。但，同时需要
说明的是，“培训课程”不同于一
般的商品，其有自身的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其价格虚构
把戏，更加危险。

首先要明确，教培机构所采

取的是典型的“渗透式定价”策
略，为了吸引更多学员，针对新客
户往往抛出低价，“请君入瓮”之
后再高价收割。除此以外，也要
看到，教培机构赚钱的核心原理
就是千方百计维持较高的“续课
率”，要的就是“入坑后就出不
来”。凡此种种都决定了，“培训
课程”不同于普通商品，其“虚构
原价”“价格误导”行为所造成的
伤害，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后续一
连串“收割”的开始——— 很多家长
原想着花几十块、几百块钱让孩
子去听听试试，却不知不觉越陷

越深。
以虚构原价、误导性的标

价，给新客户“初次报价”，可以
说就是“挖坑做局”。以此为开
端，教培机构给家长们所带来的
整体经济负担是巨大的。市场
监管部门主动作为、积极亮剑，
重拳出击严查重罚教培机构的
价格违法行为，无疑是极有必要
的。置于义务教育阶段减轻学
生课业负担以及校外培训负担
这一“双减”的背景下，规范定
价、严查欺诈，也是一种至关重
要的“减负”。

“培训课程”不同于普通商品，其“虚构原价”“价格误导”行为所造成的伤害，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后续
一连串“收割”的开始，给家长们所带来的整体经济负担是巨大的。

整治教育培训乱象就得出重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