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犯错，不交检查交罚款？
就在数日前，江西靖安中学“学生

违反班规要罚钱”的报道在全国闹得沸
沸扬扬。这两天，晚报上也出现了类似
事情：我市某技校一名班主任以“学生
不好管”为由，用罚款来约束学生。

这些年，咄咄怪事实不鲜见！早恋
罚款，迟到罚款，写不完作业也罚款……
让人觉得，如今的学生不仅课业压力越
来越大，就连钱包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上学成本真高！

对多数成年人来说，挣钱不易，罚
款确实能让人肉疼，但学生的钱是家长
给的，被罚后能否产生老师期待的效
果，难说。搞不好，罚款反而向他们传
递了一种错误的价值观——钱能弥补
过错，有钱就能不守规矩。

试想，两个家境迥异却同样调皮的
学生同时犯了错，同时被罚款：家里条
件好的学生，也许就是少点儿零用钱；
家里条件不好的学生，可能就感到很为
难。长此以往，这两个孩子谁能从“交
罚款”的教育方式中获得激励？一个也
不会！

班主任坦言，“学生不好管”，很无
奈。就此，笔者有两个问题：真的好好

管了吗？“不好管”就能乱管吗？
学生犯错误，必要的批评、惩戒当

然应该有，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罚款
显然都已经超出了“用批评手段达到教
育目的”的底线，连下下策都算不上。

其实，如此“以罚代管”，只不过是
过去责骂、体罚的升级版。

现在的孩子，确实是“一代比一代
聪明”，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很有个
性，常让学校、老师犯难。但是，这个问
题不是靠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所能解
决的。

应该看到，相比于曾经的训话、勒
令写检查，不少为人师者更愿意采取

“以罚代管”的偷懒方法。学校追求的
是成绩和升学率，个别老师的教育方式
是否生硬粗暴，学校就不大关心了。

校园小社会，自然脱离不了外部大
社会的浸染，但“以罚代管”频现校园，
让人难以接受。毕竟，我们多么希望校
园永为一方净土，不受那些乌七八糟东
西的影响！

老师不是城管，学生不是摊贩。学
生该怎么管可以讨论，但“以罚代管”必
须被彻底赶出校园。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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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消费：想说再见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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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
的《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试行）》将
于11月1日起实施，其中明确规定

“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
晚报记者走访发现，最低消费在我
市依旧存在。对此，众网友有话说。

最低消费“伤”人不轻。@天枰
座的奶茶抱怨：刚一落座，还没点菜
就听服务员说“最低消费100元”，气
得没一点儿胃口。@lvming36：有些
旅游景点的最低消费能吓人一跳！

真遇上了也没办法？@a打伞
的鱼 a 感慨“要么接受，要么换地
方”：似乎也没人愿意跟饭店较真儿
吧？@白小宁你好可爱：较真儿也
没用，饭店永远都是一副“爱吃吃，
不吃拉倒”的样子。@喊我黄三金：
打电话举报也石沉大海，一切照旧。

欲治“顽疾”，先了解“病因”？
@洛阳好备 T：最低消费多半出现
在饭店的包间里，因为这里就餐成
本高。@一页西国：高价位都是被

“场面餐”炒起来的，上限不封顶，下
限自然随之升高。

针对禁令，餐饮业“有对策”？
在@猫的嫁衣看来，最低消费很可
能摇身一变，变成人均消费，换汤不
换药。@张栩翔：还有什么茶水费、
服务费，一个最低消费倒下去，千百
个“××费”冒出来。@继承人杜齐
更担心饭店会在菜价上做手脚：饭
店如果通过调高菜价来收回成本，
消费者还是要多花钱。

一纸禁令真能终结类似的餐饮
业霸王条款吗？或许正如@沉溺于
静所说，真正缺乏的是监管。（王斌）

当时由于亚运会的“任务”比较
紧，所以对陈家祠广场整体规划的考
虑可能有些欠缺。

——近日有消息称，广州市耗资
8亿元建成的陈家祠广场，仅使用4
年时间，即因为地铁建设需要“推倒重
来”，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知情人士表

示，当初规划时确实欠考虑
当环卫工，过去是为了养家糊口，

如今则是为了开心。
——一组贵阳失地村民一夜变

“富翁”，开着轿车上班做环卫工的图
片在网络上引发关注——领千余元工
资、开宝马、扫大街。他们告诉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