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话题】贪玩的孩子不是好学
生？在南京弘光中学，不爱玩不会玩的学
生，有门课肯定要“挂红灯”：该中学的初
一初二学生多了门新课程——乡土文化
课，在两本教材引导下，学生们1年至少
要玩20个景点。（11月8日《现代快报》）

小洛：现在很多孩子，虽然在家乡长
大，但你问他“你们家乡的特点是什么”，
他答不上，对家乡文化更是知之甚少。
古人云，读千卷书，行万里路——孩子们
应该多走出去看看。

老谭：这个时候是孩子们学习的黄
金时期，是打基础的时候，孩子们也面临
着各种升学压力。与其拿出时间去游山
玩水，不如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再说了，
以后有的是时间，等考上学了，咱们再去
看看家乡的名山大川也来得及。

小洛：就是因为这个时期是学习的
黄金时期，孩子们的接受力、想象力都处
在很活跃的状态，我们才应该让他们去
了解自己家乡的文化。这时感受到的东
西，会跟随他们一辈子的。

老谭：去景点玩耍？是高考能加分，
还是找工作时人家会另眼相看？简直胡
闹！现实是天平，你必须有所衡量，也必
须有所放弃。在现实情况下，了解家乡
文化，毕竟没有提高学习成绩重要。

小洛：谁说了解家乡文化不是一种
竞争力？你把洛阳读懂了，就把中国历
史读懂了。咱们洛阳的著名作家阎连

科，他的小说中有很多河洛文化元素。
家乡文化是一个人力量的源泉，就看你
懂不懂挖掘，会不会利用。

老谭：再强大的力量也需要施展平台
啊！这个平台怎么获得？最普遍和最直接
有效的办法就是名校毕业，找份好工作。

小洛：其实，企事业单位的招聘考
试，甚至公务员考试，都会涉及文化类考
题，只关注书本知识不行。游览当地景
点，可以放松身心，说不定还有避免网络
成瘾、搞好亲子关系的功用。

老谭：游景点，前提是家庭的经济实
力不错，父母还得能提供相机。这不是
给孩子家庭带来负担嘛！

小洛：出去玩儿，没必要搞得这么复
杂吧！成天说素质教育，“游玩课”就是
素质教育的一种表现。这种“接地气”的
乡土文化课，我不敢说应该予以推广，但
至少这种尝试应该得到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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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好事，
了解家乡文化也
能提升竞争力

小洛观点

这是胡闹，
好好学习书本
知识才是正道

老谭观点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记者走访一些开展垃
圾分类工作的小区发现，居民不清楚如
何分类、物业公司担心后续处理程序等
问题普遍存在。据了解，今年9月，我市
已选定16个小区作为垃圾分类管理试
点。（见本报10日A12版报道）

有句话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垃
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放对了地方，垃
圾可以成为循环经济的资源。得知我市
已选定 16 个小区作为垃圾分类管理试
点，无疑让人感到惊喜。

虽然相较国内许多大城市，“垃圾围
城”这一现代城市管理绕不开的问题对
洛阳来说还算不上迫在眉睫，但从保护
环境的长远角度来看，利用分类来达到
减量增效的目的，及早着手垃圾分类工
作，值得叫好。

特别重要的事情，做起来常特别麻

烦。就不少已进行垃圾分类尝试的城市来
说，政府危机感不强、分类标准交叉模糊导
致操作困难、终端处理环节缺失、财政补贴
不到位等都是阻碍工作推进的因素。

笔者建议，在着手早、时间充裕的情
况下，洛阳不妨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通
过初期试点工作，一点点厘清垃圾分类
的关键环节和重点步骤。

垃圾分类，有赖于技术与路径的确
定，但根本还在理念。习惯是根深蒂固
的，从不分类到分类，市民观念的改变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何让市民自觉接
受这种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成为垃圾
分类的基础力量，除了要拿出多种途径
的宣传、激励措施外，最重要的恐怕还是
帮助大家树立信心。

这一信心从哪里来？首先要消除对
分类垃圾后续处理程序的担忧。

如果垃圾搜集、运输和处理的环节
还停留在旧有水平上，作为垃圾分类源

头的家庭垃圾分类，就很容易在推行过
程中受挫。只有知道自己在家认真分类
后的垃圾最终在被送往处理终端时依然
保持分类的状态，参与这项工作的有心
人才能树立并不断加强这一信心。

因此，把分类处理的流程建立好、展示
出来，让市民和相关部门的责任、义务都清
晰化，垃圾分类是能得到稳步推进的。

还有一些操作性的问题需要得到解
决。比如，可以推出某种有偿激励机制，
促使物业公司对垃圾进行二次分拣；比
如，应根据后端处理方法科学制定分类
标准，开始的标准不必定得太高；比如，
可以考虑多引进社会企业投入分类工作
并给予财政支持等等。

垃圾分类处理在国内似乎并无成熟
的经验，但并不意味着这项工作可以
等。对于这件惠及后代的大事，一旦迈
开了步子，小步稳行是应该的，但一定要
坚持走下去。

垃圾分类：
及早着手，稳步坚持

□温国鹏/文 朱慧卿/图

【新闻背景】最近一项统计显示，中
国处在结婚年龄的单身男女超过1亿
人。2012年年初，由民政部中国社会工
作协会婚介行业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显
示，超过九成女性选择“对方有稳定收
入”为结婚的必要条件，而近七成女性选
择“男性要有房才能结婚”。（11月11日
新华网）

无论我们多么想证明婚姻的单纯，
都无法掩盖一个基本的事实：婚姻毕竟
不仅仅是两个人相拥取暖的围城，它还
意味着彼此要齐心协力抵御来自各方面
的生活压力，包括住房问题、医疗问题、
子女教育、养老问题……

种种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问题，首
先要考问的不是彼此的感情是否深
厚，而是收入是否丰厚。当现实逼得
围城男女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物质生
活带给自己的压力的时候，当物质问
题日益影响我们的婚姻幸福感的时
候，我们到底是该埋怨婚姻的拜金还
是人们太现实？

□郭文婧

【新闻背景】现今大学生的体质真的
变差了吗？11月10日，华中科技大学秋
季运动会开幕。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比赛
项目中，女子3000米和男子5000米项目

“不见了”。运动会负责人表示，这两个项
目对学生体质要求较高，取消是为了避免
参赛学生“受伤”。（《武汉晨报》11月11日）

习惯了的东西突然没有了，自然有些
不习惯。特别是在青少年体质下降成为社
会热议话题的当下，大学运动会取消了长
期存在且很能反映学生体质与意志力的长
跑项目，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想象与猜疑。

一些人担心取消长跑是一种导向，大学
体育不是向问题挑战，而是向现实低头。不
过，假若全面地理解大学体育和大学运动
会，其实不必纠结于长跑项目的存废。

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和社会体育作为
体育的三大组成部分，相互之间存在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但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学校体育除了传递“健康第一”的观念外，
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校园文化的载体，承载
的是教育功能。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习惯把学校运动
会当作竞技体育比赛来办，实质上办的不
是运动会，而是体育比赛。这不仅异化了
运动会的功能，也异化了人们对学校体育
的认识。竞技体育是以成绩为目的、以训
练为手段的身体项目；学校体育则是以增
强学生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为目
的，以教育教学为手段的教育项目。结
果，异化了的大学运动会，以田径运动项
目为主要内容，变成少数几个体育特长生
的表演舞台。

此外，时代变了，当代大学生的思想
行为特点也变了。长跑本就非常枯燥，再
加上体质下降，大学生对于长跑参与热情
普遍不高。取消这个项目，想必与此也有
一定的关系。

在素质教育观念的影响下，我国高校
的运动会也在逐步与国际接轨。目前，不
少高校已不再举办统一的综合性运动会，
而是由院系结合学生特点，举办包含本院
系特色的运动会。此外，一些学校吸纳欧
美高校“轻松体育”或“快乐体育”的观念，
将传统竞技项目改为两人三腿跑等形式多
样的趣味项目，让大多数学生都乐于参与。

大学运动会应该回到大学体育的宗旨
上来，朝着全员化、多样化、兴趣化、终身化
的方向发展。保留长跑项目，学生的体质不
会因此而自然提高，耐力和意志力的品质也
不会自然形成。我们应该结合大学运动
会的本质和目的，围绕“全员参与”这个命
题做文章，以确保提高大学生的体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