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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假课文”要有真态度

文/刘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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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重在防范

文/刘根生

为了进一步加强环境监管，保障首府环境安全，3月16

日， 呼和浩特市环保局执法人员深入西郊垃圾处理场、福

鑫源有机肥厂、裕隆工业园区企业单位，实地督导重点环

境问题并明确提出整改要求。（3月20日《北方新报》）

环境方面存在问题，不仅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也关系到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在品尝到牺牲环境发展

经济的苦果之后， 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已经明显增强，

政府对环境治理的力度也在逐渐加大。这次首府环保执法

人员深入实地，督导环境问题的整改，既回应了社会关切、

符合百姓意愿，也凸显出了监管部门的责任心。

出现环境问题，在职能部门的督导下积极整改这是应

有的态度。不过我们必须看到，环境问题一旦发生，必然会

产生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事后整改尽管有一定的积极意

义，但毕竟只是亡羊补牢之举，不仅没有办法弥补损失，而

且在治理上也常常要花费较高的成本。所以，对待环境问

题，我们必须重视事前防范。

防范环境问题的发生， 确实是一件难度比较大的工

作，但是只要工作做到位了，就不难达到目的。

向好警察邵兵看齐

文/徐剑锋

3月16日，记者从通辽市奈曼旗公安局了解到，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追授通辽市奈曼旗原副旗长、公安

局局长邵兵“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荣誉称号。（3月

20日《北方新报》）

临危不惧真豪杰，亲民爱民好警察。在20多年从警的躬

身实践中，邵兵为了平安建设夜以继日、冲锋在前，为了打

击犯罪分子奋不顾身、勇往直前，为了化解矛盾不辞辛劳、

连续作战，用忠诚奉献铸就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华章，不愧为

群众信赖的贴心人，也是广大干部群众学习的榜样和标杆。

其实，人民好警察就在我们身边。尽管在每个人心中，

对好警察的标准不尽相同，但基本勾勒出的，都是干事创

业有担当的“标准像”。可以说，邵兵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

表。在他的身上，有许多宝贵的精神和崇高的品质值得我

们学习与铭记。

学习邵兵的过程，传递的既是一种赞美，更是一种呼

唤。打造一支高素质的警察队伍，就是要主动与邵兵对标，

自觉向邵兵看齐，继承和发扬他的优秀精神品质，无论从

事何种职业、身处何种岗位、担任何种职务，都要始终牢记

第一身份、第一职责，大力弘扬、努力践行“人民利益至高

无上”的核心价值观。

一言以蔽之， 邵兵的精神必将不断放射耀眼的光芒，

引领更多的人立足本职工作、爱岗敬业，在平凡的岗位上

创造不平凡的业绩。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最近，一篇《校长怒了！还

有多少假课文在侮辱孩子

的智商》 的帖子在网上流

行， 再次引发了大家对语

文课文的关注。 说是“再

次”，因为大家对语文课本

的“挑刺” 从来没有停止

过。就在三个月前，还有小

朋友指出人教版教材关于

宋代官帽的一幅配图有

误。

平心而论 ， 教材有

“刺”与读者“挑刺”，都属

正常。 教材的地位非常特

殊，其人物或言辞，流传之

广，影响之深，可以说无出

其右者。因为如此，教材当

然得力争尽美尽善。但是，

“零误差” 的确也很困难。

因为小到标点，大到故事，

它不得不长期面对着全国

人民的“挑剔”。

这其实完全可以成为

一段佳话： 语文教材在全

体人民“火眼金睛”的锤炼

之下， 输攻墨守， 不断改

进， 终于铸就了毫无瑕疵

的精品。 这样的受益者当

然是我们的孩子。 但这需

要一个前提：攻守的双方，

都持着“一切为了孩子”的

善意。

相对于匿名批评状态

的“网友”，教材的编者理

应理性。因为无论“挑刺”

者如何夸张或者作秀，他

们毕竟提出了一个“真”的

问题；而如前所言，教材有

小的瑕疵，本也无可厚非。

但若被批评者裹挟进情绪

的泥潭，讳疾忌医，反倒会

成了问题。

争论最激烈的《爱迪

生救妈妈》一文，把电影中

的故事拿出来， 而这个故

事实际上并不符合历史。

这个“假故事”无疑引出了

一个“真”问题：语文教材

中， 类似爱迪生这样的故

事，可以虚构吗？

笔者认为，从“真”的

态度看， 爱迪生救妈妈的

故事，即便可以虚构，也应

该做好注释： 本文内容未

经证实。互联网时代，孩子

获得“真”的权利优先于求

“真”的思维。

孩子需要民俗文化滋润

文/梅新

同学们在做“春分竖

蛋”的游戏。今日是中国

传统节气春分。 春分前

夕， 呼和浩特文化人才

（库）百人百组百万人带

动工程组委会组织工作

人员走进玉泉区民族实

验小学校园， 开展了传

习“二十四节气”活动，

为同学们上了一堂生动

的民俗课。（3月20日《北方

新报》）

“春雨惊春清谷天，

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

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

寒”， 相信很多小学生都

会背诵。但真正能让他们

理解《二十四节气歌》，停

留在简单的背诵上，恐怕

远远不够。 就此而言，首

府文化人才（库）百人百

组百万人带动工程组委

会工作人员走进校园，传

习“二十四节气”活动，对

于小学生深刻认识和掌

握祖国的民俗文化，十分

必要。

进一步看，如果家长

或老师能够从《二十四节

气歌》中生发开来，结合

古诗词、传统节日、历史

传说、自然科学知识等进

行有针对性的传承，甚至

主动带领孩子走进万物

复苏的春天，去感受“雨

水”“惊蛰”“春分”等节气

中大自然的节奏与变化，

必将对孩子们探寻大自

然的奥秘产生深刻影响，

这种活动超然于应试教

育，是课堂教育无法比拟

的。

期待现代教育能够

适当走出课堂， 引导孩

子们回归大自然， 了解

大自然， 这不但对他们

的身心健康成长有利 ，

更会让传统文化、生态文

明、环境理念在孩子们心

灵扎根。

◎网友发言

反家暴不能有鸵鸟心态

文/程绍德画/沈海涛

据《北方新报》报道，

3月14日， 呼和浩特市赛

罕区公安分局巴彦派出

所将多次对妻子实施家

暴的违法人员左某依法

行政拘留。3月20日上午，

备受社会关注的鄂尔多

斯市杭锦旗女记者红梅

遭丈夫家暴致死案在鄂

尔多斯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法院一审以故

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金

柱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长期以来， 家庭暴

力都被人们看成是家务

事， 这在一定程度上延

缓了政府、 社会对于家

庭暴力进行干预的进

程。 对于已经发生的家

庭暴力事件，妇联、派出

所、 街道办等都是从法

律、家庭等方面对双方进

行调解。只是，这种调解

工作并不能保证受害人

不再继续遭受暴力侵害，

甚至还会使施暴人更加

有恃无恐。

近日有媒体报道 ，

《反家庭暴力法》 实施一

周年，多家法院发出的人

身安全保护令只有个位

数。报道中的吕某，也是

实在不堪忍受丈夫左某

的长期殴打才报警求助。

而更多的家暴受害者，还

是认为“家丑不可外扬”，

或者抱着忍一时算一时

的鸵鸟心态，继续在屈辱

中做“沉默的羔羊”。而红

梅的悲剧更是说明，受到

家暴之时，女方一定要奋

起反抗，及时寻求相关部

门的援助，让施暴者受到

法律制裁。

在我国，对家庭暴力

中的施暴者进行制裁早

已有法可依。如果各有关

部门都能像赛罕区公安

分局巴彦派出所这样，做

到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

让家暴行为付出代价，相

信并不难拦住施暴者疯

狂的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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