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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马拉松热潮的掀起，“跑
马”以及“路跑”成为中国最热门的运动
之一。在4月15日当天，国内将会有40
场左右的马拉松赛事鸣枪开跑。（4月3
日中国新闻网）

一天之内，40场马拉松赛事“撞车”，
由此可见当前我国举办城市马拉松赛事
是多么的火热。应该说，相较于2011年
在中国田径协会注册备案的马拉松及相
关路跑赛事只有22场，2014年为51场，
发展到2017年的1100场，国内的马拉松
运动，无论是从赛事数量上看，还是从参
赛人数上看，都有了大幅提高，用“井喷”
一词来形容并不为过。

然而，马拉松运动在国内城市的兴
起，是否就意味着我国已经成为马拉松
大国，并且引领大众体育运动呢？回答
显然并不乐观。原因在于：一方面，不少
城市举办的马拉松盲目性较强，专业性
不足。业内人士指出，在马拉松迅猛发
展并引领全民健身、带动产业的同时，也
存在赛事组织不专业，跑者盲目跟风带
来的运动伤害等问题。

另一方面则是过度追求商业化运
作，忽视赛事安全管理，参与者的健康难
以保障。一些城市为了提高城市的知名
度，只重赛事包装、宣传，而缺乏科学引

导和管理，仓促上马，人为营造热闹的气
氛，但是在城市秩序保障、参与者健康保
障等方面存在着很多瑕疵。

其实，举办马拉松赛事原本是好事，
因为有助于增强城市的内在活力，展示
其体育文化形象。特别是相对于欧美等
发达国家，我国马拉松运动尚处于初级
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作为大众
体育，马拉松具有参众广、普及率高、场
面气氛热烈等特点，也能够拉动相关文
旅产业的发展，的确是推动城市发展的
一个非常好的选项。

但是举办马拉松赛事也不能没有目
的性，跟风上马，只图一时之快，而忽略
其成长性和可持续性。笔者以为，对于
各地日益兴起的马拉松运动，还应当加
强规范引导，防止其走偏走歪。

当然，各地也应当因地制宜，充分利
用现有的空地、公园等场地，多开展一些

“小而美”的健身跑步运动，没有必要都
去追求马拉松这样的“高大上”赛事。让
大众体育运动充分体现出群众性、参与
性和普及性，才是上上策。反之，如果单
纯为了炒作或者商业需要去搞马拉松，
显然将失去举办马拉松运动的意义，甚
至会导致马拉松运动走向哗众取宠、华
而不实的境地。

公交、景区、娱乐场所等通常都有儿童
票，儿童票的收费依据大多是孩子身高。因
儿童身高测量不准，或身高高于平均值，在
收费上引发争执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日前，
全国人大代表张莉建议制定“儿童票”的限
制条件应以年龄作为统一标准，有效证件可
作为相关优惠政策参考。（4月3日《中国青
年报》）

很多人都知道，公交车、景区、电影院等
都有儿童免票或优惠的规定，而是否符合儿
童票的标准，其判定依据往往是孩子的身
高。但是近日媒体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
67.1%的受访家长赞同儿童票收取以年龄为
标准，其中又有36.7%的受访家长曾因孩子

该不该免票而与相关场所的工作人员发生
争执。这就说明，应不应该享受儿童票的判
定依据和标准，已经与百姓的现实需求和愿
望产生了脱节，很多时候甚至成为引发矛盾
和争执的“罪魁祸首”。

为什么有将近7成的受访家长都反对
以身高作为儿童票的收取标准，而更倾向于
以年龄为标准？原因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随着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儿童身体
发育普遍较快，旧有的儿童票身高标准已经
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其二，很多儿童受父母
遗传和基因影响，身高明显高于同龄人的平
均身高，导致“超高”而无法享受儿童票；其
三，一些场所的儿童身高测量受发型、鞋底、

地面等因素影响，造成不确定性；其四，肉眼
判断不标准、不科学，容易造成误判，产生分
歧和矛盾。

可以说，以上提到的这些原因，很多人
在现实中都遭遇过，同时也是为什么屡屡有
家长和一些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发生纠纷、
产生争执的原因所在。还有一点不得不提
的是，对于那些身高明显高于同龄人平均水
平的孩子，别人都能免票进入一些场所，自
己却要购票，家长觉得不合理、不公平，孩子
也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歧视”和伤害，这显然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既然在国家法律法规或通俗的认知里，
我们判断是儿童还是少年、青年，都是以年

龄作为标准，那么在儿童票的认定上，显然
也应该遵从这样的标准才行。因为不管导
致同龄孩子身高不同的原因是什么，他们的
年龄是唯一的，也是明确的，以此作为判断
儿童是否享受免费或优惠的标准，最为客观
合理，也最为公平公正。

至于说如何判断儿童的年龄，只要家长
养成带孩子外出的时候随身携带相关证件
即可，比如户口本等。而最好的办法，就是
在国家法律或相关部门在确定“儿童票”年
龄标准之后，家长尽快带孩子去公安部门办
理身份证。既然大人外出的时候可以把自
己的身份证随身带在身上，那么当然也能把
孩子的身份证带在身上，随时备用。

井喷的马拉松
亟待规范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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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票标准应尽快“废身高立年龄”
□苑广阔

近日，一段家长给孩子喂食活蝌蚪的
视频曝光，视频中碗里不停游动的活蝌蚪
被一口一口喂进孩子口中，家长称可以强
身健体。这位家长的做法在网上引发恶
评，有网友怒斥家长这样做是在害孩子，

“不知道有寄生虫吗？”“让我灌你两碗小蝌
蚪，强身健体！”对此，有医生表示，蝌蚪中
含有大量寄生虫，如果将其食入体内，极有
可能感染裂头蚴。(4月3日澎湃新闻)

一段堪称惊悚的视频，瞬间让围观者
们出离愤怒。实在很难想象，在现代社会
基本医学知识、卫生常识业已相当普及的
前提下，仍有如此愚昧之举。为了想当然
的“强身健体”神效，竟诱导孩子生吞活物，
这是怎样的一种无知，又是怎样的一种麻
木？这一奇葩个案带给公众的冲击，想必
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消弭。或许，科学与
理性，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般落地生根。

在很多人看来，“蝌蚪等活物带有寄生
虫，直接食用可能造成感染”，这几乎就是
不言自明的事情。但在另一些人的认知系
统中，信仰的是老辈口耳相传的经验智慧，
是由偏方、土法、古籍所构成的“玄学”。不
同的人群，基于不同的人生经验与知识框
架，而造成的三观、行为方式的巨大差异，
很多时候会让彼此瞠目结舌。给幼童喂食

“活蝌蚪”，直观反映了这种“裂痕”。
丝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在此事曝出之

后，仍有一些热心网友引经据典，试图为视
频中的家长“辩解”。据说，相关古籍医书
中确有记载，蝌蚪入药能够解毒治疮。然
而问题在于，这一只言片语的概述判断，显
然不足以对具体的食用、药用行为构成支
持和指导。事实上，任何跳过专业人士的
把关，直接援引和套用医书典籍的做法，本
身就是不负责任的。

家长给幼童喂食“活蝌蚪”，其实根本
就很难归结为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碰
撞。当某一个体没有经历一个必要的社会
化过程，没有吸收足够的现代知识来对冲
陋习浸染，那么其势必会自以为正确地做
出种种难以为公众所理解的举动。众所周
知的是，现代社会，儿童保健早已是高度职
业化和系统化的事项。家长在这一过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更多只是遵从“专业意见”
的执行者，而不应该是自以为是的主导者。

试问，还有多少幼童正成为偏执家长
的“试验品”？让科学理性之光照耀所有的
角落，让儿童保护的信念与机制更多介入
生活的日常，我们这个社会要做的事情还
有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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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唐卫毅唐卫毅

为了“强身健体”，竟
诱导孩子生吞活物，这是
怎样的一种无知？年初，四川内江市东兴区纪委，在例

行检查各乡镇（街道）领导班子成员2017
年的述责述廉报告（俗称“年终总结”）
时，发现216名乡镇（街道）科级领导干部
中，有18人存在照抄照搬、抄袭拼凑或相
互抄袭的现象，“有的甚至把2016年的总
结时间改为2017年，或者把文中的‘十八
大’改为‘十九大’，就交上来了。两个年
度的总结，内容95%相似。”这18名领导
干部均被通报批评，并限期重新撰写述
责述廉报告。（4月3日《华西都市报》）

安排专人对乡镇、街道领导干部的
年终总结进行检查、比对，不仅从不同领
导干部上进行横向比对，而且从不同年
度上进行纵向比对，从而“剑指”年终总
结的形式主义，这确实有些不同寻常。
按照此前一些地方的做法，年终总结基
本就是写一写、念一念，其间的照抄照
搬、抄袭拼凑或相互抄袭，恐怕很少有人
较真儿。故在内江市被处理的基层干部
中，有人就说了，“年终总结年年交，以为
没人看，没想到上级会如此认真”。

实际上，对于领导干部的年终总结，
上级部门就是应该予以较真儿。不仅要
看那些总结是否华而不实，是否有过度
吹 嘘 之 嫌 ，还 要 看 是 否“ 依 葫 芦 画
瓢”——抄袭旧作、抄袭他人。因为这些
年终总结不光是全年成就的盘点，还有
全年不足的分析，实打实盘点成就、分析
不足，才有利于单位和个人总结得失、吸

取经验教训，为将来的工作打下基础。
如果照抄照搬、抄袭拼凑，又有多少参考
价值和实际意义呢？

进一步说，领导干部在撰写年终总
结时照抄照搬，其实是一种文风不正。
文风不正又是工作作风不实的折射，是
缺乏担当精神的具体表现。作风不实反
过来又会导致更多的文风不正，导致“文
抄公”盛行，不仅在撰写年终总结时会抄
袭，在撰写发言材料、新闻报道、宣传资
料等等时也可能会抄袭，以至于闹出“甲
地指导乙地”等笑话，影响效率，耽误工
作，甚至损害了政府形象。

当然，这一现象也表明，撰写年终总
结的方式值得改进。在一些地方和部
门，年终总结之所以仅修改一下时间与
数据就能蒙混过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
对于年终总结，很少有谁去认真看一看、
审一审，以至于年终总结水分多、干货
少。在我看来，杜绝这一现象，可以把文
字式总结变成表格式总结，只要数据准
确、成就真实、问题表述清楚就行。

与前面这一现象相对应的是，一些
地方和部门，曾经流传着“工作干得好，
不如向领导汇报得好”等偏颇说法，对个
人而言，也有“工作做得好，不如总结写
得好”的片面认识。其实考核工作业绩
不能光看年终总结，还要看实际成效以
及群众评价。如此，就不会在年终总结
上“妙笔生花”了。

总结照搬照抄
该打谁的板子
□□何勇海何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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