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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新闻
“

”洪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本报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的意见》，其中提到，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
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
织学科类培训。这表明，对校外培训机构
的紧箍咒已经念响。

这些年，校外培训机构呈现野蛮生长
的态势。这种野蛮生长既表现在数量的
爆发上，也表现在质量参差不齐等各种问
题上。本报的一项调查显示，有近半数家
长对校外机构培训效果不甚满意。在各
类纠纷中，教学质量纠纷最为凸显，占比
高达 21%，其中包括培训机构的教学环境
简陋，教学质量差，无法满足孩子的学习
需求，但机构却不愿采取改进措施。其次
是经济类纠纷，有 16%的家长表示有退费
难、商家卷钱跑路、预付费周期过长等。
野蛮生长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学生负
担加重。校外培训机构的遍地开花最终
还是要靠学生支撑着，很明显，学生的学
习负担随之也加重了。第二个问题是增
加了家长的思想和经济负担。校外培训
机构常常贩卖焦虑，贩卖一些错误的教育
理念，最终，引起了家长乃至社会的焦虑，
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第三，就是加剧
教育不公。因为校外培训机构的野蛮生
长，这种不公被放大。此外，也引发了其

他社会问题。可见，让校外培训机构停止
野蛮生长很有必要。

怎么办？需要让监管部门看好门尽
好责。看好门尽好责，就意味着培训机构
会失去很多野蛮生长的机会，也会对他们
形成震慑力，避免野蛮生长。要加强监管
部门对入口的监管，让监管部门在意识上
对入口监管高度重视，多想办法，监管好
培训机构的入行条件总体数量，把一些草
台班子挡在门外。也要加强日常管理，消
除监管部门的麻痹心理，加强培训机构平
时存在问题的监管，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
态，给“利”字当头的培训机构常敲警钟。

需要防止培训机构“隐身”。如何隐
身？或者穿上“马甲”挂羊头卖狗肉，或者
转入地下，上门搞一对一式培训等等。隐
身的目的当然是逃避监管，一旦失去监管，
野蛮生长就难以避免。要让监管部门对培
训机构情况的把握更加精准，充分发挥人
民群众的监督作用，防止培训机构明里培
训艺术实则在非法时间开展学科类培训。

更需要转变家长的观念。只有多培
训才能读好书，只有超前学习才能赶超别
人。诸如此类的观念其实都需要改变。
不然，家长还会继续依赖培训机构，给培
训机构的野蛮生长提供土壤。要加强对
家长观念的引导，抓好学校教育，逐步让
家长恢复对学校教育的信心，消除其对培
训机构的麻木信赖，让培训机构的野蛮生
长失去支撑。

阻止校外培训机构“野蛮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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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处罚是一种管理手段，以
此约束沿街商家规范经营，合法经
营，做到利己利他的“双赢”发展。

对商家挤占公共空间
要持续发力长效管理

□ 莲都 林华斌

商家擅自超出门、窗进行店外经
营，随意挤占公共空间，换来的不仅是
市民的埋怨，还有执法部门的立案处
罚。从中东路水果店被顶格处罚
1000元到解放街 20余家电瓶车销售
商铺被查，再次证明商家乱摆乱设、占
道占位经营、随意挤占公共空间是一
种城市顽疾，需要持续发力进行长效
管理；同时也彰显出有关部门管理好
市容市貌的决心与信心。民生无小
事，本报一直进行着相关的报道。

这些违规商铺，他们喜欢与城管
执法部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正是这
种“低成本”违规，让一些商家相互效
仿、相互攀比，助长了沿街商铺动不动
就将店门前的公共区域当成自家“自
留地”的风气。他们在人行道白色线
内摆满了自家的商品，还把“摊子”延
伸到非机动车道上，店门前空地更是
随心所欲的“修理厂”。不管是新车拼
装，还是旧车返修，统统都进行室外

“作业”。
众所周知，这样的占道经营、抢占

公共空间，其危害并不小。他们把新
车、旧车、报废车摆在人行道停车位
上，让街面变得拥挤不堪，有些地段甚
至像车辆垃圾场一样，有碍观瞻。

城市公共空间，需要全体市民共
同维护。依照《浙江省城市市容和环
境卫生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人行
道、桥梁、地下通道以及其他公共场所
设摊经营、兜售物品。沿街和广场周
边的经营者不得擅自超出门、窗进行
店外经营、作业或者展示商品。对违
规者可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
罚款。经济处罚仅仅是一种管理手
段，以此约束沿街商家规范经营，合法
经营，做到利己利他的“双赢”发展。

商家自律经营是关键。不管是何
种店铺、何人经营，只要违反了有关规
定，就要受到惩罚。作为新时代的经
营者，知法守法是必须的素质。诚信
经营、文明经营永远是生意成功的法
宝。

与此同时，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
门要多些“硬气”。对敢露头的侥幸者
要坚决敢打，毫不手软地把违规行为

“消灭”在萌芽状态，以儆效尤。借助
现代高科技技术手段，密切关注沿街
动态，只要有预警就要第一时间跟
进。唯有这样才能有效保护丽水城的
公共空间，还广大市民一个舒心自在
的生活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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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进步一点点就好”说起
□ 市直 一言

东京奥运会虽已落下帷幕，中国奥运
健儿的出色发挥依然被网友热烈讨论。
一段段视频，一张张图片，重现精彩时刻，
令人热血沸腾。

8月 1日，“中国飞人”苏炳添以 9秒 83
的成绩成功闯入决赛并打破亚洲纪录，成
为首位站上奥运会田径男子 100米决赛赛
道的中国人。在半决赛起跑前，他用大拇
指和食指比出一个“一厘米”手势。赛后，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解释了手势含义：

“我想进步一点点就好。”这引来众多网友
热议，有人说“这哪是进步一点点，这是巨
大的进步，是中国的骄傲！”

这些年，苏炳添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
百米飞人的前八、进入奥运会决赛。为了
实现这个梦想，他日复一日地坚持训练，
研究每一个动作和姿势，钻研起跑、途中
跑、冲刺跑的每一个技术环节。有人在知
乎上问他：“100 米短跑提高 0.1 秒有多
难？”他回答：“太难了，提高 0.01秒都有点
难。我从 9.99到 9.91用了 3年时间。”苏
炳添用毫不松懈的努力诠释了“日拱一
卒，功不唐捐”的道理。

“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背后，是不忘
初心方得始终的坚守。不同的坚守，会有
不同的收获。运动员的坚守，是对自身潜
力的充分挖掘，从而取得运动成绩的突破；

平凡人在本职岗位的坚守，则是不断地历
练成长。大量事实证明，有时候努力需要
经过时间的酝酿和沉淀，当下的结果可能
会让你失望，让你沮丧，甚至让你想不通。
但请相信，那些你加过的班、熬过的夜、流
过的汗，都铺就了你前行的路。而你付出
的一切，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不同的方式
给你惊喜，使你站上更大的舞台发光发亮。

“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背后，是莫
向光阴惰寸功的勤奋。世上从来没有随
随便便的成功，成功的花儿往往浸润着奋
斗的汗水与泪水。放眼今日之中国，从城
市到乡村，从海港到厂区，从实验室到科
研所，到处可看到青年人奋斗的身影，到
处涌动着创新创造创业的热潮。不驰于
空想、不骛于虚声，人人为祖国尽力；叩问
初心，牢记使命，个个为责任担当。一个
个青春奋斗的故事，说明了一个朴实的道
理：民族复兴的使命要靠奋斗来实现，人
生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拼搏努
力，才能书写出更加精彩的人生，做更好
的自己”。日前，神舟十二号的 3名航天员
在空间站中通过视频方式，对中国奥运健
儿表达了祝福，运动员们也纷纷录制视
频，与航天员互动。人生因拼搏而精彩。
为梦想打拼，为国家和民族奋斗，哪里都
是舞台。使命在肩，奋斗有我；拼搏向前，
未来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