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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审议的《广州市城乡生活
垃圾分类管理规定（草案）》，对餐
饮服务业和消费者消费习惯或将
产生重大影响。该草案明确规定，
餐饮、娱乐、宾馆等服务性经营单
位不得免费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
餐具、一次性卫浴用具等一次性消
费用品。（8月30日《信息时报》）

随着快递业和餐饮外卖等新
业态的发展，一次性塑料垃圾问题
愈发突出。仅以美团外卖为例，其
官网公布的信息显示，目前每日订
单量达到1200万份，如果按照每
份订单至少消耗1个塑料袋和1个
塑料餐盒计算，那么每天至少有
2400万个一次性塑料制品被消耗
掉。由此导致社会的环保成本大
幅提高。所以，对一次性消费用品
确实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广州市准备以地方法规的形
式禁止服务性经营单位向消费者
免费提供一次性消费用品，初衷是
值得肯定的。不过，这被舆论解读
为“一次性消费用品或将付费”。
事实上，在没有更多配套的矫正措
施的情况下，只是禁止“免费提
供”，很可能让免费变成了付费，而
目前的境况则有可能一成不变。
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结
果，只是增加了消费者的消费支

出，并且让经营单位拓宽了营利范
围，之于环保的终极诉求尚有一段
距离。此前的例证就是名存实亡
的“限塑令”。

矫正一次性消费用品的资源
浪费与环保压力，首先需要对现有
一次性消费用品进行政策调整。
以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为
例，由于没有包含环保成本，其出
厂价和市场定价极为低廉，这也是
服务性经营单位乐于选用并且可
以免费提供给消费者的原因。据
记者调查，一只不可降解的塑料餐
盒售价大约0.35元，而一只可降解
的纸浆餐盒售价大约1.2元。不可
降解的塑料一次性制品不承担环
保成本是不合理的，需要通过税收
杠杆，大幅度提高其使用成本。

再者，有必要通过税收杠杆等
政策，鼓励一次性消费用品的替代
品进行生产和升级，从而适当降低
环保型替代品的使用成本。

某些消费习惯以及市场选择，
可谓是沿袭已久，单靠“禁止免费
提供”的一纸禁令很难让消费习惯
和市场选择转向。而出于环保压
力和环境诉求，这种转型又势在必
行。促成众多消费者习惯转变，以
及引导庞大的消费市场转向，或许
只能靠政策“组合拳”。

近日，陕西省高校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认定工作办法出炉。该办
法规定，学生有在校外租房或经常
出入营业性网吧等行为，不能被认
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此外，评
议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时，不能让学
生当众诉苦、互相比困。（8月30日
《西安晚报》）

近年来，各地及高校关于贫困
生认定的办法、标准，确实是五花
八门。客观说，像这次的规定提出
在外租房或经常去网吧的学生，不
能认定为贫困生，就出发点和技术
层面而言，未尝没有一定道理。只
是，如此具体而微的限制条件，稍
具备常识的人，都知道存在问题。
比如，不能经常去网吧，那么自己
购买笔记本电脑，算吗？因为学习
需要，买不起电脑难道也不能去网
吧？过去就有高校要求购买笔记
本电脑的学生不能被认定。按照
这个逻辑，经常上网就不能被认定
为贫困生，显然有违常识。

贫困生帮扶，本来是一项人文
关怀政策，但如何落地，更考验这
份人文关怀的诚意与智慧。一刀
切的细化标准，虽说可以体现认定
的严格，但由此带来的“误伤”，以
及可能对学生的尊严和心理造成
的伤害，却不容忽视。所以，如何
评定，首先考验的是高校以及政策
制定者到底如何看待贫困生的尊
严问题。

事实上，如今既有学生的家庭
信息档案，又有食堂饭卡的消费记
录，按理说，只要评定方多一点心
思，多运用“技术”的力量，做到“帮
扶润无声”其实没那么难。当然，
具体方法仍是技术层面的事。对
于贫困生的认定，还与相关方面到
底如何看待贫困生的权利有关。
比如，获得帮扶的贫困生到底有没
有权利自由消费，合理的边界又在
哪？这里的关键在于，要在正常的
语境下来看待消费标准。比如，在
外住宿，如果个别贫困生确有特殊
需要，是否就一定视为是高消费？
这都有待讨论。

到底如何看待受帮扶者的权
利问题，不仅是高校中的贫困生认
定，在更广阔领域的贫困户、低保
户认定中，也同样重要。首先，帮
扶方当抛弃那种用俯视的眼光去
看待“贫困”标准与贫困生权利的
扶贫方法，而是应该置于人的正常
需要和生活环境中去打量，仅凭借
某项标准就进行认定，不仅粗暴，
也可能失准。应该看到，帮扶不能
构成对贫困者的一种限制，不能将
扶贫当作一种“绑架”和“交换”，而
应是给他们更多的“自由”，获得尊
严与物质的双重提升。

所以，贫困生认定屡屡成为一
个问题，其实是在考验我们在扶贫
中如何平衡好尊严与效率的关系，
以及如何看待贫困者的权利。不
少高校要求，评定过程中评议学生
家庭经济状况时，不能让学生当众
诉苦、互相比困，这已经是一种进
步。但就现实而言，其实还不够。
扶贫的标准提高了，扶贫的理念更
需进步，没有理念的进化，“精准扶
贫”自会成为一件难事。

对于孩子即将上小学的家长
来说，过去的这个暑假可真是不省
心。秉持着“选老师比选学校更重
要”的观念，不少家长提前打探，通
过各种关系，要把孩子放到所谓

“理想班级”。今年，浙江金华红湖
路 小 学 使 出 了“ 砸 金 蛋 定 老
师”——四个金蛋里都藏了一张红
纸，红纸上分别写着班主任和任课
老师的组合，四个班级共四组。（8
月30日新华网）

在成功焦虑的裹挟下，孩子上
学的事情家长操碎了心。在不少
家长眼里，分到了所谓的好班，遇
见了好班主任、好老师，意味着孩
子的成绩能够有保障。

为了得偿所愿，不少家长往往
会进行一次社会资本的总动员。
在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关系型社
会，家长们会依靠熟人网络，来实
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人人都想进
好班，都想找到好班主任、好老师，
难免会导致供求失衡；为了将难办
的事情办成，为了将不可能变为可
能，许多人通常会想方设法托关
系、找门路，甚至不惜进行变相的
利益输送。

“砸金蛋选老师”的初衷，在于
打破人为因素的干扰，实现阳光分

班，让选班主任、选老师的过程公
正透明。和抓阄类似，“砸金蛋选
老师”主要看运气，最大的优点在
于概率平等,是一种建立在机会均
等基础上的教育公平,能够避免一
些民众所认为的“潜规则”,规避权
力和关系的运作,防范人情社会的
一些弊端。

将教育资源的分配寄托在靠
运气的“砸金蛋选老师”上，折射了
制度建设的滞后性。教育资源的
合理配置,需要一系列公正的制度
安排,需要在制度框架下的利益博
弈。只是制度建设的缺位,抓阄、

“砸金蛋选老师”这样全凭运气的
资源配置方式才显得“公平”,才可
能避免相关利益方的口水与争议。

哪个班主任好、哪个老师好，
也需要因人而异；毕竟，教育也是
一个因材施教的过程，他人眼中的
好老师并不见得适合自己的孩
子。盲目、非理性追捧“理想班
级”，过度迷恋好班主任、好老师的
功效，热衷走捷径、渴望孩子出人
头地的成功焦虑，让简单的分班变
得复杂起来，以至于学校不得不用

“砸金蛋选老师”来应对；这样的做
法与其说是教育创新，不如说是无
奈之举。

认定贫困生
为何成为难题

将教育资源的分配寄托在靠运气的“砸金蛋选老师”
上，折射了制度建设的滞后性。

“砸金蛋选老师”，
成功焦虑下的无奈之举
□杨朝清

只是禁止“免费提供”，很可能让免费变成了付费，而
目前的境况则有可能一成不变。

付费不是
一次性餐具的大杀器
□燕 农

地铁、公交车上，咖啡馆、餐厅里，
甚至是补习班外，随处可见横拿手机，
左、右手上下滑动玩网游的人群，有些
还随着战斗口中念念有词。由中国音
数协游戏工委、伽马数据等多家发布
的《2016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显示，
去年网游用户数量达到5.66亿人，同
比增长5.9%。记者调查发现，从几岁
的中小学生到40多岁的中青年都有
沉溺于网游的玩家。这些最需要学
习、向上的人群，本该用于奋斗拼搏创
新的时间却被网游抢走了。（新华网8
月30日）

可怕的不是有大把的人玩网游，
也不是花了大把的金钱玩网游，而是
每天花大把的时间用来玩网游。从中
小学生到中青年，时间是多么的宝贵，
本该用于奋斗拼搏的时间结果被网游
抢走了，这是多么的可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快乐，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烦恼。对于现代人来说，
网游就是如此。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一下子打开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发
现还有这么一个神奇的空间。网游的
出现，更是让很多人找到了心理寄
托。看看我们身边，网游已经成为一
种现象。远远不止是中小学生，本应
该而立、不惑的成年人，也在网游的世
界里“找不到北”。

适度玩网游不是问题，真正成问
题的是过度网游。但关键是，只要被
网游吸引了，又有多少人能够守住适
度的边界呢？即便是成年人，也未必
能有这样的克制力。在这一点上，我
是有切身之痛的。当年网游刚刚出
现时，我也迅速成为网游一员，那时人
很年轻，即使工作很累，可还是把大量
的时间用在了网游上。虽然一再劝自
己要克制克制，可在游戏的世界里，常
常忘记了现实。

在网游的魅力面前，千万不要高
估了自己的克制力。对于我来说，也
曾自信过，认为自己可以克制冲动、控
制时间，后来发现还是高估了自己。
最后，我采取了“断舍离”的做法，那就
是把网游删除了，把账号注销了。正
因为采取了最坚决的态度，这才真正
告别了网游。

并不排除，有些人把现实世界和
网络世界分得很清楚，能够守住适度
的边界。但必须承认，并非人人如此，
对于多数人来说，常常在自觉不自觉
中，就从适度走向了过度。而且，不只
是孩子如此，成年人也未必能够例
外。因此，当前段时间“王者荣耀”推
出针对未成年人的防沉迷系统时，很
多人感慨，其实成年人也需要这样一
个防沉迷系统。

哲人讲过，人生与人生的差距，往
往是休息的时候。当别人把休息的时
候用在学习时，你却用来睡大觉，人生
的发展自然会不同。而网游的危害，
甚至还要超过睡大觉。网游具有很大
的黏性，意志不是十分坚定的人，即便
在线下，也常常想着线上的事。在本
该奋斗拼搏的年纪，别人努力向上向
前，你却在疯狂玩网游，这样的人生如
何才能出彩？

奋斗拼搏的时间不能被网游抢走
了。对于“游戏人”来说，人生的虚度
年华、碌碌无为，源于把奋斗拼搏的时
间用来玩网游，这难道不值得警醒
吗？今天，网游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
象，也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引
起全社会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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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玩网游不是问题，
真正成问题的是过度网
游。问题的关键是，只要被
网游吸引了，又有多少人能
守住适度的边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