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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考生的分数都值得尊重

□ 贾亮
6月23日起，全国各地陆续

开启高考查分通道，教育部实时
发出要求，强调各地要坚持正确
教育评价导向，进一步规范高考
成绩发布和相关宣传工作，严禁
相关媒体、培训机构、中学、个人
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高
分考生、复读生等信息。

高考成绩是学生日常学习
的成果，是掌握所学知识能力
水平的客观检验，当然也是能
否步入心仪大学的敲门砖。成
绩考得高，自然值得高兴，授课
老师、所在学校和考生个人及
其家庭庆祝一下，合情合理、无
可厚非。只要不是大摆升学
宴、谢师宴，有违公序良俗，公
众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可从以

往看来，拿高考成绩大做文章
的现象比比皆是，屡禁不止。
有的学校打出横幅，把考入清
华北大的学生名字以及考入重
点大学的人数广而告之；有的
地方政府敲锣打鼓给高分考生
戴大红花，发奖金；有的培训机
构则称有多少人是自己培养出
来的……23日，随着安徽高考
放榜，竟有两所中学无视禁令，
发布同一名考生夺取安徽省文
科状元的喜讯，可见炒作高考
分数的不正之风依旧存在。

关注高考成绩、鼓励或奖
励高分考生，以示对教育的重
视，给后来者树立榜样，不仅没
问题而且是应该的。可现实中
不同群体的夸张表现，已经严
重走样变形，脱离了本来的目

的，将炒作高考成绩作为夹带
私货的工具。扩大学校声誉
的、为培训机构做广告的、给自
己脸上贴金的、卖弄噱头赚流
量的，不一而足。炒作高考成
绩的种种不良做法，无形中强
化了“以分数高低论英雄”的导
向，对其他非高分学生容易造
成隐形心理打击，并加深整个
社会对教育的忧虑。

每一份努力都应该肯定，
每名考生的分数都值得尊重。
高考早已经不是一条独木桥。
人生的大道宽广无比，高考不
是人生的终点，一次考试成绩
不代表全部。对高分考生而
言，适当的褒奖是一种正向的
激励，但无处不在的掌声与鲜
花、应接不暇的活动未尝不是

一次捧杀；而对更多一样努力
却并没有获得高分乃至高考失
利的学生而言，实在不该受到
冷落，更不应该感受来自社会
方方面面不公平的冷眼。

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不仅
在教育界存在，公众对高考特
别是对高考分数的反应，足见
认识上的短板、判断上的缺陷。
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部禁止
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
的政策带有善意，也有从自身
做起的诚意。这样的要求其实
已经延续多年，实现全社会认
识上的根本性转变很难，也非
一日之功，但正因为如此，才要
反复重申，从一个个具体的事
情入手，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前
行中行稳致远。

要约理当履行，快递就该上门

□ 南都
为进一步规范广东全省快

递末端服务，广东省邮政管理
局和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日
前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快递末
端服务禁止违规收费的通告》，
明确禁止不合规不合理的取件
收费行为，并强调经营快递业
务的企业应将快件投递到收件
人(或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的
收件地址或指定地点。

网购已成为现代人的重要
消费方式，而快递服务质量对
网购的体验有着重要影响。但
近年来，随着快递业的高速发
展，却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潜
规则，受到最多吐槽的一项就
是，未经授权默认不送上门已
成常态，快递大量堆积在快递
柜和快递驿站。部分快递网点
不仅会要求收件人到网点自
取，甚至还收取保管费。

6·18网络购物节刚刚结
束，“快递不上门渐成常态”的

话题就冲上了热搜。有网友表
示，快递驿站离收件人家里很
远，关门时间也早，下班了根本
取不到。也有网友表示，快递
里的水果，不经电话短信通知
就放在快递柜，发现时去取已
经闷坏了。网友觉得委屈，给
了十几块快递费，购买的服务
本来包含送货上门，现在如果
坚持上门不仅大概率会被拒绝
还可能挨骂。快递员也觉得委
屈，本来就是计件收费的，派件
每件只收了几毛钱，很多区域派
件量大做不到也来不及全送上
门或一个个打电话通知。实际
上，这里存在着归因谬误，这里
的委屈主要不是对方的问题，而
是快递公司的问题，有了快递柜
和快递驿站就默认快递不上门、
少请人，或是设置不合理的薪酬
结构，且考核标准不在于有没有
履约而在于送了多少件、有没有
投诉，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果。

快递服务送上门、不二次收

费，都不是合不合理的问题，而
是服务要约的内容，如果未经收
件人授权就不送上门或是二次
收取费用，都属于违约。有律师
表示，快递公司与寄件人之间
成立的是服务合同关系，快递
公司收取快递费的同时，有义
务根据与寄件人约定的投递信
息将包裹准确地投递到指定的
收件人手中。如果派件员擅自
将快递投放至快递柜或驿站，
属于违约行为，需要承担违约
责任。

此次广东主要整治的是三
类快递问题，一是未经收件人
同意，快件放置到乡镇网点或
其他代收点，不按约定地址投
递；二是在投递环节以超派送
范围或经营困难等为由，强行
向收件人加收快件派送费；三
是收件人自取快件时，无正当
理由向收件人收取额外运输费
或保管费，或收取未予标明的
费用。

需要注意的是，通告同时
提到要支持和鼓励经营快递业
务的企业在农村、偏远地区发
展快递服务网络，完善快递末
端网点布局。这当然是合理
的，但如果照搬快递在城市里
的运营模式，或许难以推进。
乡镇、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快递
量小，且路况及其他配套等不
如城市，因此导致每个网点管
辖的区域较广而成本大幅增
加，这就是乡镇的快递二次收
费问题屡禁不止的原因。要推
动乡镇快递服务发展，需要在
现有快递服务的基础上建立一
套新的机制。考核成本后如果
利润空间微薄，是否给予补贴，
是否重新定价，网点如何设置
等都需要进一步探索。

总而言之，快递服务应注
重履约，送上门本为要约内容，
不应该变成奢望。至于乡镇快
递业的发展，则更需要“本土
化”方案。

与下班时间相衔接
课后服务才更贴心

□ 陈广江
教育部6月22日遴选公布

了首批23个义务教育课后服务
典型案例单位，同时下发通知
要求推动课后服务全覆盖，保
证课后服务时间，课后服务结
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普遍
的正常下班时间后半小时，严
禁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

推动课后服务全覆盖，保
证课后服务时间，提高课后服
务 质 量 ，强 化 课 后 服 务 保
障……教育部的通知话不多，
但字字珠玑，每句每字都说到
了家长们的心坎上。

早在2017年，教育部就印
发意见指出，要充分发挥中小
学校课后服务主渠道作用，广
大中小学校要充分利用在管
理、人员、场地、资源等方面的
优势，积极作为，主动承担起课
后服务责任。数据显示，目前
全国已有29个省份出台了中小
学课后服务政策，30个省会城
市和计划单列市制定了具体实
施办法。

但众口难调，好政策也引
发了一些吐槽，时间问题首当
其冲，以前的“三点半难题”变
成了“四点半难题”“五点半难
题”等，接娃时间和下班时间依
旧冲突。除服务时间不“解渴”
外，服务质量“不称心”、服务费
用家长“埋单”等问题也不同程
度地存在。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规
定课后服务结束时间不早于当
地普遍的正常下班时间后半小
时，可谓对症下药、精准施策，
一举解决了困扰多数家长的难
题。同时，教育部指出，学校对
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可以提供
延时托管服务，此可谓“兜底保
障”。与下班时间相衔接，这样
的课后服务更贴心、暖心。

推动课后服务全覆盖、保
证课后服务时间只是关键一
步，如何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才
是重头戏。根据安排，孩子们
可以在老师的辅导下完成作
业，也可以在学有余力的情况
下拓展学习空间，学校也将组
织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
各种兴趣小组以及社团活动。
从实践看，一些地方已经摸索
出不少创新举措和典型经验，
完全可以推广。

推动课后服务高质量全覆
盖，不仅可以切实解决家长接
娃难题、减轻家庭负担，还可以
为孩子减负，有助于课外辅导
降温。如果孩子能在学校完成
作业，又能开阔视野、拓展兴
趣，对许多家长来说是喜上加
喜，对校外培训乱象来说则无
异于釜底抽薪。

开展好中小学生课后服
务，解决家长后顾之忧，既是

“三孩政策”的重要配套支持措
施之一，也是构建生育友好型
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总之，
做好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作，
可一举多得、释放多重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课后服务
经费保障必须到位，既要让付
出辛劳的老师得到合理补助，
又不能向家长乱收费。对此，
教育部已有相关安排，关键是
各地要组织好、落实好。

关注高考成绩、鼓励或奖励高分考生，以示对教育的重视，给后来者树立榜样，不仅没问题而且是应
该的。可现实中不同群体的夸张表现，已经严重走样变形，脱离了本来的目的，将炒作高考成绩作为夹
带私货的工具。

快递服务送上门、不二次收费，都不是合不合理的问题，而是服务要约的内容，如果未
经收件人授权就不送上门或是二次收取费用，都属于违约。

500名左右高水平教师可跨省（区）互聘，约30万名大学生可
跨校修读1000门精品课程……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
古自治区(以下简称三省一区)教育厅近日联合印发文件，推进普
通高等学校开放办学，在学生联合培养、教师互聘、协同创新、国
际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构建三省
一区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据新华社

跨省跨校修学分，人才培养是核心。
如何落地成关键，积极探索多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