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刷脸防逃课”
实为教育失责被“打脸” □ 张西流

垃圾分类的关键
是良好习惯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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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人民日报刊文谈经贸摩擦：
敢于斗争才能赢得胜利

9月2日,人民日报刊文谈中美经贸摩擦：美方

一些人挑起经贸摩擦以来，中国本着维护中美关

系稳定大局的诚意，尽最大努力与之进行沟通和

磋商，在坚决反制美方无理挑衅时保持理性和克

制，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事实证明，

服软示弱并不能让美方一些人回归理性、停止施

压。我们要丢掉幻想、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树立

和坚定通过斗争赢得胜利的信念。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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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画报》微信 □ 汪昌莲

高校“开学季”莫成任性“消费季”

又到开学季，从大学到幼儿园，大

到数百万元的学区房，小到几十元的

教辅用品，为了给孩子创造条件，家长

舍得花钱，商家们也瞅准了商机。一

些家长无奈地说：开学“买买买”已成

为“碎钞机”。专家呼吁，应防止过度

消费，养成孩子相互攀比的不良习气，

要让开学经济转变成“经济”开学。（9

月2日《工人日报》）

交得起学费，买不起装备，谈不起

的大学恋爱……近年来，高校“开学

季”，变成任性“消费季”，大学生“超

钱”消费现象，被舆论关注。近日，中

国教育报刊社发布的《大学生蓝皮书》

指出，当前中国大学生人均月消费支

出945.6元，大学生人均全年消费总额

达到11347元，超过全国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水平的 50%，大学生群体

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但生活费主要

来源依然是父母，选择这一来源的大

学生占95.2%。

然而，子女任性，家长更任性。这

是因为，大学生大都过着寄生生活，学

习、生活费用全靠父母提供，一旦在开

学季任性花钱，又会给父母增加一项

沉重的负担。问题是，一些家长虽然

不堪重负，但仍然乐此不疲，甚至打肿

脸充胖子。可见，在开学季，子女任性

消费，家长任性投入，显然是一种不正

常的社会现象。

应该说，家长关心、支持子女的教

育问题，并毫不吝啬地进行家庭投入，

其本身并无不妥。问题是，除正常的

教育投入外，家长不惜大把花钱供子

女吃喝玩乐，在大学任性挥霍，就是一

种过度投入了。而且，这种过度投入，

势必会助长子女好逸恶劳和奢侈消

费，并形成攀比心理，给他们今后的人

生带来负面影响，更不利于子女成长

和进步。

众所周知，在国外，孩子只要满18

岁就该自立，即使有的父母很有钱，孩

子也要自己勤工俭学，大学毕业后自

己找工作，自食其力。而在国内，孩子

从小到大始终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吃

饭怕噎着，外出怕车碰着，交友怕学坏

了。更有甚者，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

庭，孩子还在上大学，父母就早已为其

置好了房，联系好了工作，准备好了存

款。处在这样优越的环境和条件下，

有的孩子把父母作为“啃老”对象，也

就不足为奇了。

因此，大学生任性消费，值得多方

反思。当然，值得反思的还有我们的教

育部门，特别是高校，应适当多安排一

些社会服务实践课程，让学生尽可能多

地接触社会，以便逐步提升大学生的劳

动技能，以及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时事乱炖

微声音

甜食会让人胃口变大“跪了”

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甜食会悄悄影响大

脑，让人“越吃越想吃”。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

研究团队发现：甜食和高脂肪食物会影响大脑

的食欲中枢功能，使大脑对食物的反应能力减

弱，导致我们吃得比需要的更多。@生命时报

学生进教室

后自动识别个人

信息，系统自动

签到签退，全程

监控学生上课听

讲情况，就连你

发呆、打瞌睡和

玩手机等动作行为都能被识别出

来。位于江苏南京的中国药科大

学，在部分教室“试水”安装了人脸

识别系统，逃课和“替同学答到”或

将成为历史。（9月2日澎湃新闻）

首先必须承认，高校实行教室

人脸识别，既可以自动签到签退，

又可以全程监控学生上课听讲情

况；不仅可以防止逃课等不良现

象，而且可以保证课堂纪律。问题是，

全程监控学生的一举一动，显然侵犯

了他们的隐私。当自动识别系统涉嫌

损害学生权益时，其效果再好，也不值

得提倡。

不可否认，在大学生中，确实存在

逃课、代课、课堂开小差等现象，但这

种现象毕竟仅占极少数，影响不了整

个校园的学习风气。高校因此购置一

批科技设备，用于“刷脸防逃课”，实在

是大材小用。再者，从以诚待人的层

面考量，学校用各种另类方式刷脸签

到和监课，表明高校先入为主地认为

所有学生均有逃课、代课、课堂开小差

的可能，这种对学生极不信任的做法，

势必会损害学生的自尊。特别是，学

校“刷脸防逃课”，治标不治本。

可以预料，“刷脸防逃课”之后，学

生出勤率将达到 100%，取得“立竿见

影”的效果。殊不知，这种效果是刷脸

逼出来的。问题是，刷脸“逼读”之下，

虽然出勤率可能达到了 100%，但学习

率也达到了 100%吗？对此，难免会让

一些学生产生质疑。这反而表明了，

有的学生即便是到了场，但难免会“人

在教室心在窗外”。可见，出勤率达到

100%，也仅是一个光鲜的数据罢了，无

助于高校学风的好转。

换言之，高校“刷脸防逃课”，实为

教育失责被“打脸”。事实上，有的学

生存在逃课、代课、课堂开小差等现

象，高校和老师也难咎其责。事涉高

校只知道刷脸“逼读”，而不去检讨和

反思在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管理上的缺

位，显然是缺少责任担当的表现。这

更值得教育部门和高校反思：对大学

生进行教育管理，还是以人性化的疏

导为好。

开学“第一课”王恒/漫画

撤掉办公桌旁的垃圾桶，改为保洁人员定

时定点收垃圾，员工分门别类投垃圾。这样的

新鲜事儿就发生在朝阳六里屯的一家建筑设

计公司。试点一个月来，垃圾减量50%。（9月2

日《北京晚报》）

对于办公室一族来说，自己的办公桌边摆

放着一个垃圾桶，由自己产生的任何垃圾都随

手丢入其中，然后由单位的保洁人员统一搜集、

处理，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然而随着强

制垃圾分类在越来越多的城市推行，这样的做

法显然已经不符合垃圾分类的要求和宗旨。

垃圾分类是趋势，是潮流，也是出于节约资

源、保护环境的一种客观需求。虽然全国各地在

推行垃圾分类过程中想出了很多办法，采取了很

多措施，但是在笔者看来，成本最低，同时效率也

最高的办法，还是公民个人良好习惯的养成。也

就是说，只有当我们人人都理解并坚持垃圾分类

了，垃圾分类才算是获得了真正的成功。

就以新闻中这家建筑设计公司为例，垃圾

分类是从撤走员工办公桌旁的垃圾桶开始的，

撤走了垃圾桶，员工也就不能把所有的垃圾一

股脑儿地丢进去，而是在产生垃圾的时候就自

觉做好了分类，可回收的垃圾放在一起，不可

回收的垃圾放在一起，干垃圾一包，湿垃圾一

包。当这些个人垃圾被分门别类地归置好，等

到单位保洁人员来的时候，就可以扔到相应的

容器里面了。

通过这样的垃圾分类，首先是从源头实现

了垃圾的减量，因为很多可以回收利用的物

品，比如饮料瓶、废旧报纸、书籍等等，都被送

到了废品回收站。其次是大大减轻了单位保

洁人员的劳动负担。如果单位工作人员不能

自己做好垃圾分类，那么垃圾分类的工作就需

要由保洁人员来完成，这显然是一个不小的工

作负担。

表面看上去，员工自己对垃圾进行分类，

比原来随手丢到垃圾桶麻烦了一些，但是只要

养成了垃圾分类的好习惯，乃至习惯成了自

然，也就没有什么好困扰的了。但是这种习惯

的养成所产生的现实意义却非常巨大，影响也

非常深远。因为垃圾分类关系到的是资源的

节约，是环境的保护，体现出的则是我们作为

一个现代公民的责任意识和公民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