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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 CHANG DAO非常道

小学生写作文劝别生二胎：
妈妈有我一个顶两个

无忧是重庆人民小学 4 年级的一

名男生，这个寒假，他写了一篇作文，

在妈妈的朋友圈里引起了轰动，特别

是作文的最后一句：“所以妈妈有我一

个，就顶俩了！”让人印象深刻。

这篇作文的题目名叫《假如妈妈

生二胎》。

在这篇作文里，无忧从多个角度

举例来说明二胎的不利因素：要多花

钱，老人更累，如果不听话又笨，那怎

么办？“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反正不生

最好。”

9件事让你精力充沛

①每天早睡 15 分钟；②三餐有规

律；③合理安排工作；④晒着太阳做运

动；⑤不在床上看书、上网；⑥睡前做

放松运动；⑦睡前别喝酒；⑧打盹时间

不能长；⑨不要累了就上床……

@人民日报

WEI SHENG YIN微声音

学区房是公平教育的“毒瘤”

SHI XIANG ZA TAN世相杂谈

小区开放
需管理思维“重建”
□刘建国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

意见》近日印发，其中提出，加强街区

的规划和建设，分梯级明确新建街区

面积，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

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

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

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

约利用。（2月23日《新京报》）
受到长期存在的城市规划思路

影响，在人们惯有的思维认知下，封

闭式小区通常较为安全、整洁，并被

人们广泛认可和接受。如今，一旦将

之前封闭的小区全部打开，对于人们

来说，确实还需要渐渐适应。不过，

更为重要的是，一旦街区全部采取开

放式，之前的城市管理思维恐怕也要

面临“重建”。

众所周知，对于小区管理而言，

由于涉及到物权，往往业主会表现

出强烈的维权意识。比如说，公共

停车位的收费、物业管理费的收取

等等。然而，对于其他问题，业主则

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热情。那么，

在封闭式小区的模式下，小区的日

常维护管理都依赖于物业公司，而

业主却只是交钱买服务。不过，一

旦小区被完全打开，管理模式则与

之前呈现出迥异，其无疑需要一种

开放式监管治理思路。

试想，一旦小区成为开放式街

区，则“陌生人”可以随便出入小区，

仅仅依靠物业公司已经无济于事。

如此而言，业委会则必须承担更多的

公共管理责任，不能再停留于之前的

职能空缺状态。比如，规划小区道路

的通行管理，如何安排车辆在小区内

通行等等，小区监管治理的工作量明

显增大。同时，小区一旦完全开放，

还面临着安全防范风险，如何确保业

主的人身财产安全，都需要业主们的

积极参与，从而筑起安全防护网。

开放式街区的推广，更需要开放

式治理，而这更多的反映在居民自治

能力方面。在国外很多国家，开放式

街区早就实现了自我管理模式，在方

便公众享受城市资源的同时，也打破

了陌生人的重重壁垒。如此之下，每

个人都能够成为街区的主人，从而建

立明晰的权利和责任对等意识，让每

个人都能享受到开放式街区所带来

的利益。

□龙继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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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近日下发了《关于做好2016年城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

的通知》，明确提出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择校冲动强烈的地方，根据实际

情况积极稳妥采取多校划片。这是教育部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提出实施多校

划片，多校划片是指一个小区对应多个学校。根据《通知》要求，多校划片会

将热点小学、初中分散至每个片区，确保各片区之间大致均衡。（2月23日新
华网）

好学校所在的区就是学区，买那个区的房子就是学区房。从某种意义上

讲，学区房是房地产市场的衍生品，同样也是现行教育体制下的一个“怪

胎”。正是由于就近上学的就读原则，一些家长为了能让子女受教育“不输在

起跑线上”纷纷一掷千金，购买学区房，相当于提前获得了名牌学校的免试入

学“通知书”。“物以稀为贵”，学区房在家长们的“火拼”中“野鸡”变成了“凤

凰”。房价被炒得很高，甚至高得离谱，让人们对学区房望“房”生畏。

购买学区房，对于腰缠万贯的富人，不过是“芝麻小事”。但是，对于绝大

多数工薪阶层，就成了不堪重负的难事。即使负债购买了学区房，让子女在

教育中“先拔头筹”，但子女受教育的后续费用却捉襟见肘了。虽然赢在了教

育的起跑线上，最终还是会输在教育的终点线上。学区房不愧是公平教育的

“毒瘤”，“让人欢喜让人忧”。

此次教育部“放大招”措施的实施，成了疏通名牌教育拥堵的一剂“特效

药”。高价购买学区房，可能因为划入其他名不见经传的冷门学校而白买了，

上名牌学校也就成了“空头支票”。然而，客观地讲，“放大招”也不是公平教

育的治本之道，而只是治标之策。

要让受教育者共享教育公平改革的红利，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谋篇布局”。

首先，教育资源要“均贫富”。一是硬件设施要向非热点学校倾斜；二是

优秀教师要鼓励向一般学校分流。

其次，畅通非热点学校教师到热点名牌学校挂职锻炼的“绿色通道”。通

过挂职锻炼，逐步提升非热点学校教师的视野和执教水平。学成归来后，让

学生不用挤破头皮也能在本校享受到“名牌”教师教书育人的技巧。最后，通

过随机派位方式分配热点学校招生名额。

雾霾中“变丑变胖”的
还有相关部门
□戴先任

两会期间，“雾霾让人逐年变丑”的微博登上

了微博热点，而后由此衍生的“张嘴睡觉会让人越

变越丑”的概念也在网络疯传，内容被韩雪等明星

转发后开始在众多的妈妈群和朋友圈里疯传。记

者查询了信息初始，发现来源出自今年1月31日陕

西省两会、西安市两会上，由陕西省、西安市两级

政协委员联合国内耳鼻喉学术泰斗张全安教授提

交的一份提案。(2月23日华声在线)
“雾霾让人变丑”和“雾霾让人变胖”、雾霾影

响生育能力、雾霾天气让儿童智力下降等等，这些

都是科学家得出的结论，虽然有些结论还有待进

一步的科学论证，虽然这些说法不无夸张，但这也

让我们从中看出雾霾给人体带来的伤害之深。

人们需要对雾霾有清醒的认识，但也不能偏

听偏信一些网络谣言，比如“雾霾让人变丑”，并不

是真那么容易让人“变丑”，而是因为雾霾中的有

害颗粒和病菌会导致儿童呼吸道疾病，而一旦儿

童患上鼻炎，会引发儿童改变原有的呼吸方式和

睡姿。比如因为鼻腔堵塞不自觉张嘴用口呼吸，

从而影响面部发育，形成难看的“雾霾脸”。也要

看到，“变丑”、变胖并不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

而是会有较长的时间，有一个渐变的过程，且不是

必然发生。

因此，要进行对雾霾的科普宣传，让公众真正

认识雾霾，从而可以避免引发不必要的恐慌，避免

公众对雾霾有错误的认知，导致不懂得在生活中

如何避免受到雾霾的伤害，却去做一些“无用功”，

而这只会让雾霾给公众带来更大的伤害。

更需要做的是，要努力进行环境治理，不能让

城市上空的空气污染继续下去。继续让公众在雾

霾中“变丑”、变胖，失去健康，受到伤害，相关部门

的公信力与形象也将由此“变丑”、“变胖”。当天

蓝水净，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将变得更漂亮，公众

也会变得健康而漂亮，相关部门的形象也将为之

改观，将不再是公众眼中雾霾重重里的那个模糊

的“怪物”，而也将变得轮廓清晰，形象俊朗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