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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双减之后，家长要让孩子少玩手机、电脑，多让孩子看看《处州晚报》等报
纸。从小看报读报，习惯养成之后，收获肯定颇丰。

双减之后多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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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关键还是要抓好父母的教育，让他们认识到家社教育对孩子的重要性，让他们
掌握抓好家社教育的方法。如此，就有动力有能力真正把家社教育抓好。

家社教育与学生成长

城市管理
需下足绣花功夫

核心观点

城市管理需要下足绣花功夫，通
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
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日前，丽水市教育局等八部门联合发布了
《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进一步推进“双
减”工作的指导意见》，旨在全面加强家庭教育和
社会教育，发挥家校社合力育人作用，健全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健康快乐成长体
系，切实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对一个学生成长来说，
是至关重要的。学校教育在学生成长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但光靠学校教育一定是不够的。这
时候，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就必须及时跟上。学
生最早接触的甚至最多接触的就是家庭中的成
员，家庭成员特别是家长的一举一动将直接影响
学生的成长。而社会是学生将来要面对的生存
环境，对社会的尽早了解与接触也将影响学生将
来的生存能力。一句话，家社教育对学生成长来
说，是必要的。在双减背景下，家社教育更应该
出来挑起担子。

在第一代独生子女出现的时候，社会上曾刮
起一股批判风，批评许多家长突然之间不会做家
长了，对孩子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把孩子当作
小皇帝。在道德教育上，则由着孩子的性子来。
显然，这是家庭教育的滑坡。其结果，就是许多
独生子女到了社会，只会啃老，动手能力特别差，
人也很自我，不能很好地融入社会。

记得小时候，父母就会把一些事交给孩子
办。比如打酱油，只给你钱，给一个玻璃瓶，你得
把酱油打回来。打多少，到哪里打，找多少钱，如

果店主不在怎么办？看似简单的一件事，实际上
要考虑的东西很多。这其实就是一次社会实
践。通过这个实践，你不光可以了解打酱油的方
方面面情况，还可以锻炼与人交往的能力勇气。
如今的孩子整日泡在网上，了解的社会知识可能
很多，但真进入社会，却不知从何做起，这是为什
么？归根结底，还是社会教育没抓好，没给他们
充分的实践机会。

所以，加强家社教育不能成为一句空话，得
实实在在抓起来并抓好。

关键还是靠父母，关键还是要抓好父母的教
育。让他们认识到家社教育对孩子的重要，让他
们掌握抓好家社教育的方法。如此，就有动力有
能力真正把家社教育抓好。

现实生活中，有一些父母是希望把家社教育
抓好的，有的性子急，一看孩子做不到，就劈头盖
脸一顿骂，有的老怕孩子吃亏受伤，不让孩子尝
试着走向社会。为什么？就是对方法以及家社
教育的重要没有真正掌握。

此次丽水发布的指导意见，要求办好各级各
类家长学校，社区（村）家长学校、中小学家长学
校、中小学数字家长学校等，每学期至少开设一
次家庭教育指导活动。同时发挥家庭教育讲师
作用，开展家庭教育巡讲活动，切实更新家长育
儿观念，提高育儿能力。如果能把这些措施落实
好，那么可以肯定，家长的水平会提升一个档次，
这样，家庭教育也会上一个新台阶，而家长又是
孩子社会教育的重要组织者，所以，社会教育也
会更上一层楼。

□ 市直 一言

据本报报道，近期每当夜幕降临，市
区解放街、人民街、丽阳街、后庆路等部分
路段占道经营现象严重，流动摊贩堂而皇
之地霸占了人行道、斑马线以及机动车
道，好好的道路几乎变成了“小吃街”。摊
贩的叫卖声、烧烤摊升腾起的油烟气，让
夜晚的丽水“颜值”打了折扣。

流动摊贩问题，存在不是一天两天了，
常常是整治一番好上一段时间，时间一长
问题又现。如何有效化解这一“老大难”问
题，着实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和能力。

城市管理的本质，是建立并维持合法
合理的秩序。这个过程，离不开对市民的
规范和约束。如果放任“任性”行为，谁愿
咋干就咋干，那就形不成秩序。然而，约束
到谁，一般来说，谁心理上多多少少都会有
些波动，甚至还会有抵触，客观上都会消解
管理的效果。能不能消除这些抵触呢？不
妨试试用灵活、聪明的手段去管理。

同样是草坪上的提示牌，一块语气生
硬——“严禁踩踏草地！”另一块温情脉脉
——“我跟您的孩子一样小，别让他们在
我身上跑”。后者是不是更容易唤起人们
的同理心？谁还忍心下脚踩呢。

在城市管理上要体现“善治”。要与
人为善——为了人而管好城，而非为了城
而管好人。城市管理需要下足绣花功夫，
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
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整治小摊
小贩不能“一刀切”，也不能“全不管”，要
抓住城市管理和服务这个重点，改变粗放
型管理方式，不断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
说到底，还是要多动脑、多思考。很多事
情，不去想肯定做不到，认真想了就能找
到好的办法。以治理流动商贩摆地摊、占
道经营为例，有的地方就把强行堵变成了
用心疏，一方面为商贩划定集中摆摊地点
和摆摊时间段，另一方面安排相关人员维
持交通秩序。这样一来，既促进了流动摊
贩的就业增收，又强化了市容整治，和谐
美好的人间烟火气更让老百姓感到政府
的管理服务暖心、贴心。

城市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寄身之所，寄
托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特别是在人
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的今天，如何从
群众感受出发，以百姓体验为标尺，多方
面照顾到不同群体的需求，寓管理于服务
之中，是各级政府部门需要认真思考与解
决的现实问题。建设管理城市，不仅是对
城市管理者智慧和能力的考验，还是其服
务群众态度和作风的鲜活体现。城市管
理者要聚焦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善于运
用法治化、信息化手段，树立“全周期管
理”意识，不断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让城市空间更亮丽、更温馨，
让老百姓日子过得越来越舒心。

□ 缙云 木子锅

看书读报本来就是一个好习惯，“书中自有颜
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等等道理大家都懂，一份
适合男女老少的市民报，更为一个家庭增添了许
多精神食粮。眼下，全国各地教育部门实施教育
的“双减政策”之后，身边有许多家长抱怨孩子因
为太空了，经常向家长要手机玩、长时间看电视或
者上网冲浪。笔者建议，是否为孩子征订一份《处
州晚报》，或者让孩子加入晚报小记者队伍。

作为丽水第一市民新闻报——《处州晚报》，
对小孩子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该报由丽水日
报社主办，为丽水唯一市民报，是贴近百姓生活
的都市新闻报。它发行量遥居全市前列，覆盖丽
水九县（市、区）。该报面向各级党委政府、机关
企事业单位、城乡居民家庭、商贸单位、大中小各
类学校等发行。该报刊发的内容紧跟时代脉搏，
把新近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新闻都搜罗其中，把全
市的大大小小新闻都经精选后刊发出来，让读者
朋友倍感亲切。特别可以让广大小朋友一报知
天下，既开阔了眼界，又增长了见识。

处州晚报小记者委员会于 2001年由市教育
局、市关工委、丽水日报社共同成立。品牌活动

有：小记者新闻采访课、公益大讲堂、优秀学子学
习经验分享会等等。孩子们的摄影、美术、书法
和文学作品，以及参加活动之后的感言、感想等
等，都可以在晚报上每周一期的雏鹰希望专刊和
丽水少年、处州晚报小记者微信公众平台等处刊
发推送，每每发表，还可以领到一笔稿费及《作品
录用证书》。

在缙云，有几个考上北大、清华、浙大的优秀
学子就曾感言：正是处州晚报小记者的精彩活
动，以及在媒体上为自己刊发了许多篇学习作
品，让自己倍受鼓舞，感受到了作为媒体小记者
的荣耀，增加了看报读报的兴趣，从而获取了许
多从书本上得不到的社会方方面面知识。省全
媒体记者小丁、小郑还激动地说：“我们正是有当
过晚报小记者的难忘经历，才让我们在省媒如鱼
得水，工作干得顺风顺水。”在缙云某机关部门担
任宣传科负责人的虞先生说：“我小学时就是晚
报小记者，正是有过这经历，让自己从此不怕写
作文，现在工作也能驾轻就熟。”

双减之后，家长要让孩子少玩手机、少玩电
脑，多让孩子看看《处州晚报》等报纸吧。其实，
纸媒并没有落伍，从小看报读报，习惯养成之后，
收获肯定颇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