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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冷评
非常道

幸福，一半要争，一半要随

当喜欢的东西真正得到了，难免都觉得

有缺憾。有目标就去追，拥有的就好好珍

惜。不懂得欣赏自己得到的东西，才是人生

最大的缺憾。真正的幸福，不是拥有更多，

而是拥有的都能让你感到快乐。用力争取，

用心感知，这才是最睿智的生活态度。

@人民日报

微声音

让人放心，也是一种能力

生活工作中不乏有能力的人，但靠谱的

人却很难得。靠谱的人，约定好时间就不会

迟到，许下的承诺会尽力实现，答应的事情

也绝不含糊，负责任、有担当，守底线、有原

则。靠谱，其实是对一个人最高级的评价。

愿我们都能努力，做一个靠谱的人。

@人民日报

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势在必行
■ 贺成

别再把孩子的课间10分钟“偷走”了
■ 戴先任

时事乱炖

曾经，童年的课间时光是这样的场景：

同学们三三两两围成一团，有的踢毽子，有

的跳绳，有的扔沙包，有的弹玻璃珠，直到

上课铃响才气喘吁吁、依依不舍地回到教

室……然而，中小学课间十分钟逐渐变得

“静悄悄”，孩子们只有喝水、上厕所才被允

许离开教室。如今，针对一些学校出于安

全和便于管理的需要，限制学生课间活动

和同学之间正常交往的情况，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

明确提出不得对学生课间出教室等设置

不必要约束。(6月15日《新京报》)

中 小 学 的 课 间 十 分 钟 变 得 越 来 越

“静悄悄”，孩子们变得越来越“安静”，这

并非是一种好现象。孩子们在课间不爱

出去玩了，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学校担心学生自由活动有安全

隐患，而一些老师为了提高学生成绩，利

用课间时间做作业;还有老师有拖堂的习

惯;而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不少学校

并没有足够的场地供孩子们进行户外活

动……由此，一些学校就更不敢安排学生

户外活动，甚至出教室都要得到老师的

允许，只有喝水、上厕所才被允许离开教

室。这也让课间十分钟变得有名无实。

要提高学习效率，就要劳逸结合，课

间不充分运动，学生甚至时刻紧绷着学习

的弦，反倒不利于提高他们的学习效率，

还会增加他们的倦怠感，影响学习效率。

事实上，为确保学生课间休息娱乐的

权利，教育部已经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

政策措施。如今年 6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的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明确提出，“不

得限制学生课间出教室活动”等等。

“安静的课间十分钟”，牵涉不少问

题，要把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们，并非易

事。对此，就需要各地相关部门、学校能

够 见 招 拆 招 ，能 够 有 针 对 性 地 进 行 解

决。比如要督促学校重视起来，调整课

时安排，强化安全管理，让课间不再“静

悄悄”;学校要重视体育，增加活动场所;

要杜绝“大班额”现象等等。学生的课间

十分钟不能是“安静”的，而要是“热闹”

的，不能再“偷走”孩子们宝贵的课间十

分钟，该把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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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慢就业”变为“懒就业”
■ 钱夙伟

升学、就业、创

业，在高校毕业生抓

住毕业季最后的时光

规划着走出校园后的

人生阶段时，或许无

奈，或许放松，他们中

的一些人选择了“慢

一慢”“缓一缓”，暂时将“毕业去向”这一在

以往看似“必填”的项目上留个白、腾个空，

在梦想没有达成时选择暂时休息。“慢就业”

这个词，也开始进入人们视野。（6月15日

《光明日报》）

据统计，我国越来越多90后，尤其是95

后年轻人告别传统的“毕业就工作”模式，成

为“慢就业族”。“慢就业”很大程度上是出于

“就业难”的无奈，而于新冠肺炎疫情之下，

一边是数量屡创新高的高校毕业生，一边是

受疫情影响调整招聘计划的用人单位，压力

之下，应届毕业生“慢就业”现象更加凸显。

据一项面向全国8.8万名应届毕业生进行的

网络调查显示，8%的毕业生选择“慢就业”。

“慢就业”虽然只是很小众的一种选择，

但近年来舆论场上的热议，说明它已经成为

一种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慢就业”有形势

所迫的一面，但即使是主动的选择，也有其

合理性，比如不愿意盲目地找一份工作“消

磨自己的热情和时间”，选择了在“慢就业”

中寻找方向。有毕业生表示：“无论是选择

专业还是选择工作，没有对行业的充分了

解，很难找出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我身边

不少人对自己曾经选择的专业感到后悔。

合理的‘慢就业’是对自己负责。”

对此专家认为，“‘慢就业’现象折射出

青年一代的多元择业观。他们对好工作有

自己个性化的理解，并愿意为了自己理想的

工作承受压力、付出努力。这是值得肯定

的。他们‘慢’下来，只为更坚定地前行。”

“但是，作为成年人，要对自己负责，‘慢就

业’要建立在自食其力、自己能养活自己的

基础上。”

确实，“慢就业”可以，但是，如果“慢就

业”成了“懒就业”的借口，甚至因此名正言

顺地“啃老”，就必须引起高度的关注和必要

的矫正，比如，学校应加强对学生的职业规

划教育和就业技能指导，同时注重毕业生跟

踪调研，特别要关注“慢就业”毕业生，了解

未就业情况及原因，及时提供心理咨询与就

业指导；社会要多为高校学生提供接触行

业、接触社会的机会；家长既要尊重子女，又

要及时纠正其错误观念，鼓励子女勇敢面对

挑战、开启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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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15 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为

了持续提升高速公路网通行效率，降

低高速公路出行成本，促进物流业降

本增效，各地将全面推广高速公路差

异化收费。（6月15日新华社）

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相应的调控

措施，尽管我国的高速公路得到很好

的发展，但车与路之间的矛盾，却从没

间断过，甚至还有“层出不穷”的意

味。如今提出全面推广高速公路差异

化收费可谓势在必行。

之前，之所以出现一些路段拥堵、

一些路段冷清，以及一些高速路进口

排起长龙、一些进口却空无一车，实际

上就在于没有实施差异化收费。具体

说，就是缺乏在不同时段执行差异化

的收费标准，导致客、货运车辆没有得

到科学的引导，从而导致错峰出行难

以落到实处，高峰时段交通拥堵也因

为路网时空分布不均，无法得到缓解

实现通畅。

由此不难看出，全面推广高速公路

差异化收费，是在对车和路矛盾进行纠

偏。一边是高速公路飞速发展，一边是

拥堵现象挥之不去，这足以说明，要解

决出行难问题，把路建好只是一个方

面，另一方面还需要把路管好。

公路资源涉及每个人的利益。对

此，各地更要在深入总结高速公路差异

化收费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选择适

合的差异化收费方式，创新服务模式，

科学精准制定差异化收费方案，全面推

广差异化收费。

进入高速时代，人们在驾驶车辆

上高速公路时，思想观念也要及时提

速起来，多给全面推广高速公路差异

化收费一些应有的理解、支持，让多赢

的好事尽快落地。

啃老 王恒/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