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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有话说

咋能让孩子
轻松面对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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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wbpl@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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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微信公众号“河洛评
谭”进行投稿。稿件一
经采用，即奉稿酬。

我市发布《洛阳市私圈乱占停
车位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开始
专项治理私圈乱占停车位这一城市

“顽疾”。
私家车快速普及，让停车难成为

有车一族心中的隐痛。停车难已不
只是一个停车问题，更是一个民生问
题。曾经风靡一时的“抢车位”游戏，
也从虚拟世界走进现实生活中。

“抢车位”变得越来越频繁，越来
越激烈。一些单位和市民甚至动起
了歪脑筋，私自用地锁、锥筒、水泥桩
等抢占公共车位，这样，自己停车问
题是解决了，却妨碍了他人的正常通
行和停车便利，影响了城市公共空间
的资源共享，而且，一个地锁出现后，

往往产生“破窗效应”，引发更多人效
仿，久而久之形成恶性循环，停车越
来越难。更为严重的是，“抢车位”甚
至抢占了消防通道，一旦发生火灾，
消防车进不来，后果难以预料。

从表面上看，“抢车位”之所以屡
禁不止，是因为个别单位和个人的自
私，而深层次原因则是私家车数量急
速增加与城市停车位发展相对滞后
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一些老旧小
区表现得更为突出。在这些小区里，
车位稀少，根本无法满足居民的实际
停车需求，车主们只能想方设法去

“抢”，这种“抢”，有自私，更有无奈。
因此，我市对“私圈乱占停车

位”行为进行专项整治正当其时，民

心所向。通过加大监管力度，对违
规行为进行必要的惩处等，可以有
效遏制“抢车位”乱象，但是，要从根
本上解决“抢车位”，还需要多部门
共同发力来解决。制度、规划、管理
等一个都不能少。

比如，进一步完善城市道路交
通规划，增加公共停车场的数量；创
新停车方式，有效利用停车空间，在
有限的停车场地，扩展更多停车位，
创造更大的空间价值……而这些都
需要一个过程，急不得。

只有让不断递增的车辆有地儿
停，民众能自觉维护正常停车秩序，
那一把把地锁，一个个水泥桩，才能
彻底消除，城市停车也就不再难了。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从表面上看，“抢车位”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为个别单位和
个人的自私，而深层次原因则是私家车数量急速增加与城市停
车位发展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

多方发力，解“抢车位”困局

居民“点单”，社区找资源、搭平
台，依据居民需求开课，洛龙区定鼎
门社区主打“零起点、零费用、零区
域”的“零点学堂”已运行7年，成为
该社区的一张名片。

如今，社区老年人不断增多，不
少老年人生活单一、乏味，迫切需要
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充实内心，但
囿于自身条件，往往难以如愿。“零
点学堂”给了人们很好的启示，关爱
老人，要从“零”开始。

“零起点”。为生活操劳忙碌大
半辈子的老人，往往鲜有技艺在
身，掌握一门才艺，点缀寂寞的晚
年生活，成为他们心底的渴望，甚
至是一种奢望。

“零起点”给了老人信心，从易

到难，循序渐进，学艺的乐趣填补了
生活的空虚无聊，多动脑延缓了大
脑机能的衰退，这样的学习机会，对
老人而言自然宝贵。

“零费用”。老人大多节俭惯
了，舍不得为自己消费，“零费用”的
学习机会使他们没有经济负担，入
学门槛低，态度自然积极踊跃。同
时，众多老人的参与也为“零点学
堂”积累了丰富的人脉。在这些老
人中，“绝活”在身的同样也可以成
为学堂的老师，反哺学堂。

“零区域”。不仅本社区居民，
附近其他社区的居民，只要愿意来
上课，都可以自主选课参加。

现代社会，老龄化已成社会问
题，社区挑起这个重担，释放了家

庭的压力。老人们有了乐和的地
方，还能增加知识，不易被骗；不同
社区的老人一起学习，扩大了社交
范围，老人们精神有所寄托，转移
了注意力，对孩子们的依赖也会有
所减少。“精神赡养”的压力减轻，
孩子们能够更好地工作、学习，“零
点学堂”堪称家庭生活的“幸福添
加剂”。

社会承担起老人的“精神养
老”，“零点学堂”的经验值得推广，
这样的“精神大餐”，不妨多开几
桌。不可忽视的是，要真正实现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
所教，“零点学堂”师资、场地等无
偿资源的保障，还需要多方机构的
帮扶。

关爱老人，从“零”开始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零点学堂”的经验值得推广，这样的“精神大餐”，不妨多开几桌。不可忽视的
是，要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教，“零点学堂”师资、场地等无
偿资源的保障，还需要多方机构的帮扶。

□刘根旺

每临高考，学校、家长往往都会强
调：孩子，你们要以平常心对待高考。当
然，这话没错，可仔细想想，不免有些疑
惑：不能正确对待高考的仅仅是孩子
吗？相比而言，我觉得家长更需要正确
面对高考。

而今，为了让孩子考入理想的大学，
为了提高升学率，太多的家长和老师在不
经意间夸大了高考的作用。为了能让孩
子考好，家长往往想方设法为孩子创造学
习环境，可这种做法，无形中增加了孩子
的压力，以至于每年高考前后，都是考生
心理疾病的高发期，极个别考生甚至选择
了极端方式。面对这样的悲剧，该反思
的，并非只有学生。

北大某毕业生说：一进入社会，谁还
一直盯着你那北大文凭看，关键还是看
能力。谁都知道，工作与生活才是能力
的试金石，真正的大考不在学校，而在社
会。高考不是人生的最终评价，高考考
不好，却活得精彩的人数不胜数。

因此，只有我们的社会、学校，尤其
是家长真正改变对高考的看法，不再唯

“高考”是从，真正懂得人的成才需要些
什么，正确的高考观才会被植入孩子的
心里，他们才能气定神闲，轻松面对高
考，您说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