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 京 研
学之旅已经
结束一个多
星期了，7 岁
的凯凯还是

不愿意出去和伙伴们玩耍。面对突然变
得安静的凯凯，凯凯妈甚至开始后悔给孩
子报了这趟研学旅行。

事件回溯到6月28日，北京研学旅行
的第3天，有孩子告诉凯凯妈，凯凯在车上
想要站起来拿玩具，被教练多次推倒并强
行按压在座位上。这给孩子的心理健康
造成了很大影响。凯凯妈说，在宾馆里，
孩子们并非住在同一层楼，而是和其他客
人混杂在一起，老师要求孩子们晚上在睡
觉时，不能把门栓栓上，因为老师夜里要
查房，这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研学旅行，旨在通过组织学生以集体
旅行、集中食宿的方式走出校园，在与平
常不同的生活中拓展视野、丰富知识，加
深与自然和文化的亲近感，增加对集体生
活方式和社会公共道德的体验，最终提升
中小学生的自理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研学旅行
真的是很有必要。”这是不少家长的美好
愿景。

2016年11月，教育部联合发改委、旅
游局等11部门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
学旅行的意见》，指出要将研学旅行纳入
中小学教育教学计划。政策的东风带来
了研学旅行概念的大热，却也让尚处于摸

索发展初期的研学旅行市场出现了野蛮
生长。据相关机构统计：2018年我国研学
旅行机构数量达 12000 家，国内研学旅行
人数达到了400万人次，市场规模达到了
125亿元，人均消费3117元/次。

有业内人士指出，研学旅行人身安全
问题频发，缺乏风控管理和反馈机制。

2018年暑假，北京一对双胞胎女学生
在研学旅行过程中，疑似受到课程教练的
猥亵。虽然后来警方介入了调查，但之后
却再也没有消息披露。2015年，一名11岁
的女学生在一个为期7天的夏令营课程期
间，遭遇了“半夜被查房男老师乱摸”的恐
怖经历。事后，该教练被公安机关抓获。

除了安全问题，研学旅行任意“贴标
签”，过度逐利，“假大空”“走马观花”等问
题也引起了家长们的强烈关注。业内人
士曾透露，“很多旅行社打着研学夏令营
旗号，实则是暑期托管班。有些甚至三四
个人合伙就敢开夏令营班，没有营业执
照，安全隐患很大”。北京的孙先生说，其
儿子参加过一次研学旅行，就是几个老师
自行组织的，没有任何资质，而整个研学
过程也和普通旅游没有太大差别。

以旅游代替研学，到各大景点走马观
花，这是不少家长的深刻感受。凯凯妈
说，此次研学旅行第一天参观天安门和故
宫，却并未安排讲解，“这些历史文化景
点，不给小孩子讲解，他们怎么能够明
白？”

“旅游充当研学，只游不学”在网上被
总结为“十大国际游学常见乱象”之一。
这十大乱象还包括，领队素质参差不齐，
教育资质水准堪忧;课程质量不高，知识性
错误暴露专业背景欠缺;境外游“名校”虚
假营销，高额收费“收获”走马观花;无良商
家利字当头，为求暴利，压低行程成本，导
致出现安全问题，降低用户体验等。业内
人士指出，只有直面这些弊病，并不断修
正、优化，才能使研学旅行回归“实践育
人”的初衷，让孩子真正实现“探究性学
习”，从每一次研学旅行中得到成长。

（摘自法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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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近日印
发。针对如何全面发展素质教育、提高课堂
教学质量等热点难点，《意见》都作出明确部
署。

坚持“五育”并举
重智育轻体育美育、学生综合实践能力

相对缺乏仍是当前一些中小学存在的问
题。为此，意见提出，坚持“五育”并举，全面
发展素质教育。

在德育方面，意见要求深化课程育人、
文化育人、活动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
协同育人。打造中小学生社会实践大课堂，
广泛开展先进典型、英雄模范学习宣传活动
等。为强化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和劳动教
育，意见提出严格执行学生体质健康合格标
准，鼓励地方向学生免费或优惠开放公共运
动场所，鼓励专业艺术人才到中小学兼职任
教，确保劳动教育课时不少于一半等要求。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程德安认为，意见将
对当下教育领域存在的重知识、轻引导，重
眼前、轻长远的功利现象起到很好的遏止作
用。

强化课堂主阵地作用
教育部副部长郑富芝坦言，课堂是教育

的主阵地、主渠道，这次意见提出一定要创
新教育教学方式，变单纯的填鸭式教育为启
发式、互动式、探究式，推进课堂革命，让学
生在课堂上学得活一点，实效大一点。

在作业考试辅导方面，意见提出，统筹
不同年级不同学科作业数量和时间，创新作
业形式，杜绝给家长布置作业；从严控制考
试次数，严禁考试排名；对学习有困难的学
生要有帮扶制度，对学有余力的学生要拓展
学习空间等。

扭转评价体系
郑富芝表示，提高教育质量，推进素质

教育，要把“指挥棒”调好，明确什么才是好
的教育，克服“唯分数、唯升学”的功利化倾
向，为学生想得远一点。

意见提出，建立以发展素质教育为导向
的科学评价体系，其中包括县域义务教育、
学校办学、学生发展质量3个评价标准，并将
评价结果作为考核评价干部和地方政府履
行教育职责的重要依据。

北京市教委副巡视员冯洪荣认为，从地
方到学校再到学生，意见建立了环环相扣的
评价体系，三个层级都明确了评价内容和方
向，“比如学校要考评的是学生综合素质、学
业负担、社会满意度，而非升学率”。

强化教师基础作用
意见提出，要改革和加强师范教育，从

源头上提高教师素质；制定教师优待办法，
保障教师享有健康体检、旅游、住房、落户等
优待政策。明确“教育投入优先保障并不断
提高教师待遇”。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制
定教师优待办法，是文件的一个新亮点。意
见明确，确保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
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完善绩效工资分配办法，切实落实学校分配
自主权，并向教学一线和教学实绩突出的教
师倾斜。

（摘自新华社）

义务教育提质将有哪些大动作义务教育提质将有哪些大动作
□胡浩

古代最早出现的录取通
知书是“泥金帖子”。“泥金”手
法是中国传统的高档装涂工
艺，用金粉或金属粉制成的金
色涂料，用来装饰笺纸或调和
在油漆中涂饰器物。唐代开
始用泥金涂饰在笺简上，作为
进士及第到家报喜所用。五
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泥
金帖子》：“新进士才及第，以
泥金书帖子附家书中，用报登
科之喜。”宋代诗人杨万里《送
族弟子西赴省》诗：“淡墨榜头
先快睹，泥金帖子不须封。”古
代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用淡
墨书榜，称为“淡墨榜”。

在唐朝稍后出现了“金花
帖子”，被视为“正式版”科举
录取通知书，又称为“榜贴”。宋代洪迈

《容斋续笔·金花帖子》说：“唐进士登科，
有金花帖子……以素绫为轴，贴以金
花。”到了宋代仍然使用金花帖子，宋人
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记载：“国初，循
唐制，进士登第者，主文以黄花笺，长五
寸许，阔半之，书其姓名，花押其下，护以
大帖，又书姓名于帖面，而谓之榜帖，当
时称为金花帖子。”“黄花笺”是一种洒金
粉的顶级用笺，用此来书写通知书，可见

珍贵。
在明朝，录取通知书称为

“捷报”，或“报帖”，民间称“喜
报”。明人王世贞《觚不觚录》
云：“诸生中乡荐，与举子中会
试者，郡县则必送捷报。”《儒林
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后，送来的
就是捷报。到了清代，就出现
了刻板印制的科举通知书了。

进士及第的通知书都写哪
些内容呢？一般先把考官的姓
名写在上面，然后再写具体内
容。乡试中举的录取通知书相
应简单些，主要书写被录取学
子的姓名、乡贯、三代姓名。

在古代，送通知书也比较
隆重。各级官府会安排专人将
通知书直接送达学子家中。报
喜人一般不少于三人，骑着高
头大马，高举彩旗、旌幌，带上
唢呐班子，一路上鸣炮奏乐，吹
吹打打，热闹非凡。

（摘自《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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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学富

杨 大 爷
患糖尿病十
余年，今年开
始，他出现了
双 下 肢 麻 、
凉 、疼 的 症

状。因症状较轻，他便没放在心上，以为是
去年冬天气温低，受寒所导致。直到两个多
月前，杨大爷在晚饭后散步时，左脚背被蚊
虫叮咬后不小心将脚背挠破，一周后，左脚
脚背出现红肿，还渐渐出现了溃烂，他赶紧
到医院治疗。检查后，医生发现杨大爷伤口
难以愈合竟是高血糖惹的祸。

相对于正常人来说，糖尿病患者皮肤破

损后愈合较为困难，特别是血糖水平较高
时，伤口极易引发感染，难以愈合。

糖尿病患者出现皮肤破损时，若处于高
血糖状态，机体消灭有害菌的能力下降，容
易引发伤口感染，若处理不及时，感染还可
能扩大到周围组织，使创伤面积增大、伤口
愈合困难。

若破损发生在患者下肢，易引发坏疽，
患者下肢中的小动脉血管壁增厚，血管腔狭
窄引起缺血，血循环不畅，再好的药物也难
以到达伤口，帮助消炎。同时，细胞外渗透
压升高，导致水分从细胞内渗出，葡萄糖从
尿中排出，形成渗透性利尿，通过尿液排出
过多的水分和电解质，这样细胞内、外都可

能发生脱水，影响伤口处皮肤愈合。
另外，部分糖尿病患者往往还会伴有神

经损伤，当伤口再次破损时，不易被察觉，新
伤加旧伤，也会影响伤口的愈合时间。

糖尿病患者在生活中避免不了一些磕
磕碰碰，若伤口较小，可用生理盐水冲洗皮
肤破损处，每天定时换药，也可适量外用胰
岛素，促进肉芽生长，加速伤口愈合。

此外，控制血糖保持血糖的正常稳定是
伤口愈合的关键。患者应注意调整饮食、积
极进行规律运动、按时吃药，养成日常在家
进行血糖监测的习惯，及时记录血糖变化。

（摘自《大河健康报》）

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记忆中那
个艰苦的年代,我们村里大部分是石碾，
而石磨很少。我家就有个大石碾子,离
住的地方大约有二十多米远。听爸爸
说,我爷爷在世时已经有了,这样算来,至
少也有三代了。小时候我和邻居的小伙
伴们常在那里玩。我们调皮地跳上去爬
下来。碾子是用来推粮食的,上面必须
保持干净,因此没少挨大人的骂。

碾子虽说是自己家的,可是和公共的
一样,谁都可以免费使用,村上的其他碾
子也一样,虽都各有主,但谁都一样使用,
没有你我之分。我家的碾子由于爸爸经
常维护,使用起来比较省力,所以其他人
都喜欢来我家的碾子上磨粮食。

碾子一年四季不闲着,不是今天东家
在上面推玉米,就是明天西家在上面碾
谷子。说到推碾子,可是件辛苦的事。
那时候村上牲口少,大多数人家要靠人
力来推碾子。一年之中最忙的时候要数
冬季,尤其是进了腊月,家家要蒸玉米面
馒头和软米“团子”,用碾子的人特别多,
这时候就更忙了。村上有五六个碾子,
都会被占得满满的,常常需要排队才能
轮上使用。

我们家和其他人一样,如果一时没有

抢在前面,也需要排队等。所以一到腊
月天,全家齐上阵,抢时间去推碾子。

那时的腊月特别冷。当晨曦微现,天
空还闪着星光的时候,妈妈就把我们叫
了起来。爸爸和哥哥各拿一根长棍,一
边一个插进碾子木栓一侧里,只听到“吱
呀呀”的声音,就开始推碾子了。妈妈主
要负责筛、簸去皮。

在腊月里主要是碾玉米、黍米(软米
的一种),需要反复推碾,然后再过筛六七
次之多,才能加工成又细又匀的玉米面
和黍米面。这两种面粉按一定比例配
制,蒸出来的“团子”特别软和好吃。因
此这两种面粉碾得很多,有时往往需要
推上两三天才能推完。那时我还小,只
有八九岁,出不了什么大力气,只能跟在
大人身后帮一点忙,有时去帮妈妈张张
布袋出些小力。尽管这样,用不了多长
时间,就会转得满头大汗,腰酸背痛。中
间妈妈还要回家做饭,做好了饭再拿到
碾子旁,大家简单地吃上几口充充饥,继
续推碾子。就这样从闪着星光的清晨开
始推,一直到黄昏日落星光闪现,也不知
推着碾子转了多少圈。只觉得一直在
转,没完没了地转,刚开始时还觉得很来
劲,到了后来越来越感到吃力,脚下就如

灌了铅似的,每转一圈都要付出很大的
气力。尽管推碾子这样辛苦,可在童年
的时光里,劳累中却充满了乐趣。推着
碾子不停地转,每一圈都转成童年的一
个梦幻,转成一个难忘的记忆,深深地印
在脑海里。

夜幕降临了,在微弱的星光照耀下,
迎着寒风,妈妈扫完了碾子上的粮食,爸爸
和哥哥扛着加工好的面粉大袋小袋地运
回家,终于完工了,大家可以休息一下了。
看到加工了这么多的玉米粉和黍米粉,爸
爸知道这个腊月不但有吃不完的“团子”,
就是过年走亲戚用的馒头也足够了。

在家乡用碾子这一原始工具加工粮
食,一直持续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
着现代化的粮食加工机器进村,“隆隆”
的机器声把原始的碾子彻底送进了历
史。我家的那个大石碾也一样,完成了
它应有的使命后和村上其他的碾子一样
走向了沉寂。

一晃快二十年过去了。碾子上面的
木 栓 早 已 成 了 朽 木, 根 本 不 能 再 使 用
了。而自己童年推碾子的记忆中却如闪
着亮光一般,永远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
风雨的侵蚀而忘却……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花 花 是
我 们 家 养 的
一条狗，已经
快 8 年了，它
差 不 多 已 经
成 为 我 们 家

庭的一员。
它很听话，像所有的狗一样，对主人忠

诚、热情、依恋。但是，它也是有个性的，不
时表现出它的不满，它对我做的有些事情很
讨厌。

它讨厌我抽烟。只要我在家里掏出香
烟，点着，喷出第一口烟雾，它就会警惕地竖
起尾巴，皱起鼻头，头一扭，走开，眼神里充
满不屑。有一次，我随手将烟盒放在了茶几
上，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烟盒被它叼到了

地板上，撕成了无数碎片。
它讨厌我看电视。我能一个人坐在电

视机前，看一晚上的肥皂剧。起先，它安静
地匍匐在我的脚下，陪我看电视，但没多久，
它就腻烦了，开始蹭我，撒娇。如果这还不
能使我站起来，它就开始咬我的裤脚，或者
在我和电视机之间，奔来跑去，直到我无可
奈何地站起来，拿起牵引绳带它出去遛遛。
后来，我迷恋上了玩手机，它故伎重演，我不
放下手机，它就会一直捣乱。

它也讨厌我经常半夜才回家。它刚进
我们家的时候，不管我什么时候回来，它都
会守在门口，看见我终于回来了，无比兴奋
地摇头摆尾。有段时间，我在外面应酬变多
了，经常深更半夜才回家，家人都早就休息
了，这厮也早早睡大觉了。听到门响，看到

我回来了，也无动于衷。
它还讨厌我醉醺醺地回家。每次我在

外面喝得晕晕乎乎回家，它都会像避邪一
样，远远地瞪着我，对我的不满溢于言表。
它在外面看到醉酒的人，也总是狂吠不已。

它似乎也讨厌我板着脸回家。我在外
面打拼，难免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即使回到
了家，也一时缓不过来。它总能一眼就看出
我的心情，看到我又是一脸愠怒的样子，它
就会小心翼翼地匍匐在一边，卖命地摇着尾
巴，讨我开心的样子。

我发现，只要我开心，只要我每天准时
回家，只要我陪着它和家人，只要我们一家
人快乐地围坐在一起，只要这个家里欢声笑
语，它就特别兴奋，特别开心。而它讨厌我
的，就是我不快乐，就是我糟践自己，就是我
不回家，就是我不陪伴它。

忽然意识到，连狗都讨厌我，我给家人
带来的又是什么？从这一刻起，我要改变，
做一个不让狗讨厌的主人，做一个带给人温
暖和快乐的人。

（摘自《羊城晚报》）

切尔诺贝
利 核 灾 难 让
成 千 上 万 人
罹患癌症，将
一 个 曾 经 人

口稠密的区域变成一个幽灵城市，并设立
了2600km2大小的禁区。

但是，切尔诺贝利的禁区内也并非毫
无生机。狼、野猪、熊这些动物都已经回
到了老核电站周围的那片茂密的森林
里。而说到植被，即使是那些最脆弱和暴
露在最外面的植物，也没有一开始就死
亡，哪怕是在辐射最严重的地区，受损的
植被也在三年内就恢复了。

为什么植物对辐射和核灾难的抵抗
力如此之强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了解
核反应堆的辐射是如何影响活细胞的。
切尔诺贝利的放射性物质是“不稳定的”，
因为它会不断地释放出高能粒子和波，这
些粒子和波会破坏细胞结构，或者制造出
会攻击细胞机制的化学反应。

细胞的大部分受损部分是可替换的，
但至关重要的 DNA 却是个例外。在较高

的辐射剂量下，DNA 会变得混乱，细胞也
会迅速死亡。较低的剂量会以突变的形
式改变细胞的功能，造成更难以察觉的损
害，例如使细胞癌变，发生无法控制地繁
殖，并扩散到身体的其他部位。

对动物来说，这通常是致命的。如果
把动物的生物系统想象成一个复杂的机
器，那么每个细胞和器官都有自己的位置
和功能，只有在所有的部分都协同工作
时，这个系统才得以正常运行。

然而，植物却以一种更加灵活和有机
的方式生长。植物不像动物那样具有固
定的结构，而是在生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
结构。对植物来说，几乎所有的植物细胞
都能产生植物需要的任何类型的新细
胞。这就是为什么园丁可以通过插枝来
培育出新的植物，从之前的一根茎或一片
叶中就萌发出新的根来。

虽然辐射和其他类型的 DNA 受损也
能导致植物的体内出现肿瘤，但由于植物
细胞的周围有坚硬且相连的细胞壁，所以
出现在植物身上的突变细胞通常无法像
癌症那样从一个部位扩散到另一个部
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肿瘤也都
不是致命的，因为植物可以找到方法来绕
过这些失灵的组织。

现在，在切尔诺贝利的周围，生命正
在蓬勃发展。许多动植物物种的数量实
际上比灾难发生前还多。在某种程度上，
切尔诺贝利灾难揭示了我们对地球环境
影响的真实程度。尽管这次核事故是有
害的，但它对当地生态系统的破坏远远小
过于对我们的伤害。在人类把自己赶出
这个区域的过程中，我们为大自然创造了
复苏的空间。

（摘自我是科学家微信公众号）

推碾子转出童年梦幻
□申东恩

伤口难愈合 或是高血糖惹的祸

□梁露露

野蛮生长的“研学旅行”

□朱雨晨

狗讨厌我做的事情

□孙道荣

同是遭辐射，植物为何不会死于癌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