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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旧不是坏事

小学生减负：大伙儿不乐观
离开洛一高30多年，120名毕业生又

回到母校做早操、开班会、吃食堂、搞联
欢……他们很快乐，通过《洛阳晚报》得
知此事的人也挺快乐。

老同学的怀旧之旅得以成行，不知
是否因为是“组团”。我更愿相信，对每
一名愿意回去看看的学生，不论年龄大
小、地位高低，百年名校洛一高都是用一
种拥抱的姿态去迎接。

说这个，是因为不是每所学校都像洛
一高一样。前一段，我的两个老同学久别
重逢，想一起回位于涧西、曾就读6年的一
所中学转一转，却被挡在门外。听他们说

“想回母校看看”，门卫满腹狐疑，未作回
应，只是强调：“来找熟人报姓名，来找孩子
报班级……”弄得两人哭笑不得，抱憾离
去，回来找我牢骚半天：是学校防范意识越
来越强，还是我们不是“杰出校友”？

我说，这年头，不兴念旧了。学校要
发展，得招新生、建新楼，你们两个老家
伙进去晃悠，人家为啥要欢迎？

旧、老、过去，这些词，如今常跟“过
气”“没用”联系在一起。这是个让人寒
心且疑惑的现实。

认识一个老同志，算得上忘年交了，
他去年退休。他在岗位上耕耘一辈子，
安静、低调，业务和人品都没的说。离开
时，却真是那么“铺盖一卷”，没有人送，
没有人关心，就那么悄无声息地回了

家。一个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接替了他
的岗位，可他的经验，他数十年的付出，
他对单位的贡献，就这么烟消云散了？

印象中，过去一个人退休时，是要有个
欢送会的。单位领导给他戴上大红花，同事
们说说离别感言，退休者最后拿着一张“光
荣退休”的奖状和小礼品，高高兴兴被送
走。如今，好像只有一些官员和教师有此待
遇。欢送会可能只是计划经济时代该有的
事吧，现在市场经济了，不时兴啦。

时代在“滚滚向前”，似乎一切都是可
从头开始的：赶快扒了老房子盖新房，赶快
忘了过去的规矩找新路子……然而人总是
忍不住要念旧。念什么呢？说到底，是个
情意，或者用时髦的话说是最初的美好。

可是，情意、美好，这些念旧念出的
东西，不那么“有用”，不那么“有发展前
景”，所以也容易被轻视，甚至被反感。
进而，我们只要“新”的，只要“有前途”
的，只要“有用”的！

念旧不是坏事，这个信心倒是一个旅
居美国的朋友给我的。回国探亲结束，他
带了一件三彩艺术品上飞机，说是要带给
所住大厦的看门人。朋友说，那个美国老
头儿看了一辈子门，要退休了，邻居们为他
办了个大party,每一家还送上礼物。朋友
是新住户，想送老头儿一个特别的礼物，给
大家留个好印象。念旧，也能获得好口
碑。这事情，在现在的中国难以想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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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留书面作业、低年级不考
试、全面取消百分制……日前，教
育部公布《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
（征求意见稿）。不考试，能落实
吗？布置体验式作业，没了标准答
案，老师和家长跟得上吗？洛阳的
部分老师、家长在《洛阳晚报》上都
谈了看法，网友也议论纷纷。

不管咋样，“十条新规”是值得叫
好的。@手机用户2083656217：这是
积极的举措，虽不可能一蹴而就，还
是让人看到了希望。@Miss杨小六：
尊重孩子的天性，还孩子一个快乐的
童年，我咋就没赶上这好时候？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密检陈兵：看上去很美。@夜深人远
去：只要高考制度在，只要“看分不看
能”的评价标准在，减负都是空谈！

作为基层教育工作者，@我把
靑春獻給妳认为，作业和分数是家
长了解孩子学业进度的有限方
式。如果通过改革能让学生的作
业形式变得丰富有趣，那当然好。
但教育事业是一个系统工程，他支
持循序渐进的改革，不支持大刀阔
斧的改革，更反对“纸上谈兵”。

“十条新规”会是纸上谈兵

吗？@刚毅de青松：谁执行？谁监
督？学生、家长、老师，这个社会，
谁不以分数定胜负？所以这样的
减负，根本就行不通，最终会落得
个双手打空气——白费力气。

减负，不该总在浅水处摸石
头。@冬眠中的松鼠：不搞择校、
不设重点班、严禁违规补课，不许
超出“一科一辅”推销教辅材料，这
些现象的存在无不与利益息息相
关，而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要鱼不要香茄子：“新减负令”来
啦，大家赶紧开辅导班赚钱去啊！

家长会“增负”？郑州新东方
教师@Hailie这次真长胖了：说白
了，义务教育在撒手，课外班在支
撑。很多学生跟我讲过，公立学
校上英语课，老师把课文念一遍、
翻译一遍，学生念一遍，这一课就
讲完了，逼得家长在外报班。@司
马佚名还对体验式作业提出了一
个疑问：如果父母外出，家中老人
又不识字，咋办？ （魏春兴）

感谢河南德丰集团对本栏目
的大力支持。新浪微博、腾讯微博
今日出场网友，均获赠10元手机话
费，请将手机号私信@洛阳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