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A2015年3月2日 星期一 首席编辑／李喆 校对／韩理想 组版／莉莉

河洛评谭
来稿请寄：lywbpl@163.com 一经采用，即奉薄酬

洛谭有话

发声，就有机会被倾听

龙门 站e
法制教育进课堂，“活学”更要“活用”

■新华时评

莫让“伪命题”
掩盖真乡愁

新华社记者 白靖利

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洛阳晚报#龙门e站# 洛阳晚报官方微博，最爱洛阳最懂你

因为一篇博士的“回乡见闻”，中国人千百年来吟诵的
“乡愁”在今年再次成为热点，也引发许多人的思考。然而，
或许是观察得不够深入，描述得不够客观，也可能受制于思
想的片面性，在这些讨论中不乏“伪命题”，夹杂在“乡愁”的
大课题下混淆视听。

在一些人看来，现在农村衡量有没有出息的标准不再
是读书多与少，而是“钱挣得多不多，官当得大不大”。不知
是地域有差异还是认知有区别，在很多农村，情况并非如
此——你书读得多读得好，钱挣得多，同样受人尊敬。况
且，在如今多元评价的时代，即使以财富的多寡来衡量地
位，也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情。

至于许多人耿耿于怀的农村“一切都被物质绑架”，也
是一个“伪命题”。且不说这种判断的真实性，就算是真的，
城里不是早就已经这样了吗？婚姻被金钱绑架、爱情被房
子束缚、友情取决于地位……这些情况城里也都有，突然跳
出来指责农村是否有些过分？另一方面，农村攀比财富并
非完全是坏事。只有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新农村建设、
小康社会才有了物质基础。对于农民来说，无法通过正常
的渠道实现“知识改变命运”，凭借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的
生活，不是理所应当而且值得鼓励的吗？

许多抒发乡愁的人都是脱离农村的城里人，不一定就
是农民真正的声音。不管是过年方式的改变，还是生产手
段的变化，这些都是农民自己的选择，也是生产力发展水平
的基础决定的。

许多人一方面享受着城里优渥的生活，一方面指责农
村“田园生活”不再，无非是满足他们片面而畸形的想象罢
了。这种脱离实际的“愁”，很可能掩盖农村的“真问题”。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生活水平在逐步提
高，农民也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如外出打工、自主创业
等等，都比过去更为便利。当然，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问
题，诸如环境污染、人才流失、农村组织能力减弱等问题。
这些才是真的乡愁，需要全社会都来关注。

从制度设计上发力，让农民拥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外部
空间，如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如依靠农民这个职业可以获
得财富和尊严，使每个人都出得去、回得来、住得下，这样才
能“留得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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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2015年度教育工作会议透露，今年，
我市将在中小学设立法制知识课，推进法制教
育进学校、进课堂，并将之纳入考试评价体
系。看了晚报报道，大家纷纷发言。

法制教育进课堂，不少人表示赞同。@回
忆L童年时光：早就该从小普及法制教育，提
高国民素质！@奥格了：记得我上初中时就有
法律常识读本，现在国家要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更应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法制知识进课堂，教学方式很重要。
@jingci 是一名中学教师，她认为家长是最好
的老师，设家长课堂非常必要：很多家长对法
律就不了解，孩子们就更不知道法律的边线
了。@农技推广员觉得：可以改变教学方法，

把法律知识画成漫画，也可制作小电影或幻灯
片，引起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苏懿谅谅谅认
为需要学生自主学习，可以安排学生在自习课
上轮流为全班同学讲。

纳入考试评价体系，尽量别给学生“增
负”。小学教师@shy0379认为：法制课堂很多
学校都在做，但是纳入考试评价体系似乎需要
进一步研究。现在就小学而言，安全教育和法
制教育都非常重要，但是如何开展还值得细化
很多内容。是统一教材内容？还是开发校本
课程？又或者无固定教材，全通过老师或者请
专家来讲解？这个事儿只要落到实处，让孩子
们理解课程的意义，并在生活中加以运用，那
肯定有好处。 （杨文静）

推进居家养老，推行电子健康档案应用，推
进社区健康小屋建设，推行全市行政事项网上
审批……我市征询十大民生实事，共收集44条
市民意见、建议，其中3条建议被采纳，不少问
题虽然个性，也被批转至相关部门处理。

面对政府部门的意见征询活动，是保持沉
默还是踊跃建言，往往不只是一个态度问题，其
涉及的是个人的切身利益。当然，也有人对此

漠不关心，有人对此满不在乎，还有各种“无所
谓”“爱咋咋”，这不能不说是种遗憾。

不关注，也许有一百条理由，但有一点要明
白，不发出声音，不表达见解，不提出建议，声音
就不会被决策部门倾听，自己所关心的事务就
有可能被忽略。也许提出的建议最终未必会被
全部采纳，但发声才能为科学决策提供广泛的
民意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