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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彩礼”何时休
“五一”前后是婚礼高峰，“彩

礼”也成为热议话题。记者调查发
现，如今，“天价彩礼”也衍生出许
多新变种。有些地方“天价彩礼”
衍化成房子、车子、存折等，还有一
些地方为了让“天价彩礼”变得“名
正言顺”，将彩礼改称“恩养钱”。

“天价彩礼”由来已久，陈腐
观念也已根深蒂固，想要得到根
本性的改变并非易事。近年来，
相关部门加大对高额彩礼的综合

治理，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从“天
价彩礼”种种翻新的花样来看，仅
靠政府倡导和行政禁令明显不
够。治理“天价彩礼”，一方面，需
要法律长出牙齿，用一个个鲜活
的案例，刹住以彩礼为名借婚姻
索取财物的歪风；另一方面，还需
引导社会风气，用好村规民约、理
事会等机制，推动移风易俗建设，
让彩礼归位于“礼”。

（图/陈海冰 文/魏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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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赋权
让基层“防火墙”更牢固
■ 陈奕霖

别让“考试神器”成为“坑娃神器”
■ 魏燕

观察

■ 张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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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热评

为学校减负 为教师减压

学生课业负担重，需要减负，眼
下，教师也迫切需要减负。这不，近
日，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工作
方案，开展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社会
事务进校园，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
教学负担。此举抓住了当前教育教学
的痛点，道出了众多中小学教师的心
声，利于营造潜心育人的校园环境。

当前，为学校、为教师减负，已
经迫在眉睫。为何这么说？先看一
看各地的举动。就在不久前，中央
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印发通
知，开展专项整治，对社会事务进校
园进行规范，不仅在宏观层面明确

了目标、范围，也在微观层面提出了
审批报备、建立白名单等具体举
措。随后，5月8日，湖南放出大招，
发布全国首个省级“白名单”，大幅
压减进校园事项；近日，广东也印发
通知，全流程监管社会事务进校园
……各地纷纷行动，祭出“大招”，至
少说明两点，其一，大量社会事务进
校园让教师苦不堪言，为教师减负
是大势所趋；其二，此次减负势必动
真格，从制度上予以规范。

被各地教师频频吐槽的负担，有
些与教学相关，而更多的却是与教学
无关。比如，不定期的检查、评比；不
文明交通行为整治、消防教育、焚烧
秸秆宣传等进校园；大型活动、重要
会议，要求老师上阵；一批批的上级

领导视察、外单位参观……有些“规
定动作”，甚至与教学八竿子打不着，
却也能堂而皇之走进校园。在这种
任务摊派下，有些甚至产生了“教学
先放一放，先落实某某任务”等本末
倒置的畸形思维。师者，所以传道授
业解惑也。大量社会事务缠身，教师
们又哪来的精力传道授业解惑？不
仅如此，这种形式主义之累会层层传
导，转移至家长身上，让家长和孩子
苦不堪言。

既然负担如此之重，学校、教师
为何不拒绝？相比职能部门，学校
本身就是相对弱势的一方，而且，一
些非教学任务甚至与学校考核、教
师绩效挂钩，为完成任务，教师只能
硬着头皮配合“演出”。可见，教师

的负担，根子在层层摊派等形式主
义。为教师减负，就要把说“不”的权
利还给教师。我省此次专项整治的
一大亮点，就是形成社会事务进校园
事项正面清单，未列入正面清单事项
一律不得进校园。同时建立健全审
批报备制度和监督管理长效机制，从
制度上对教师减负予以保障。其中，
对于未经审批的督查检查考核评比
事项，明确指出中小学校有权拒绝，
理直气壮为教师撑腰。

其实，教师减负是老生常谈的
话题，相比以往，这一波减负措施，
指向更加明确，内容更加具体，也更
加注重制度建设。但“当下改”易，

“长久立”难，好政策还需要严落
实。如何更快把制度立起来，严格

审批备案，防止一些部门钻正面清单
的空子；如何让教育督导“长牙齿”，
及时打击社会事务违规进校园行为；
如何畅通一线教师反映问题渠道等，
都是对相关部门抓落实能力的考
验。而从更深层次看，唯有从严整治
各领域、各部门存在的“重形式、轻内
容”“重留痕、轻实效”等官僚主义、形
式主义问题，才能从根子上铲除无关
事务进校园的土壤，让校园成为专心
教书育人的安静之所。

教育有规律，教师有主业。对学
校来说，少一些打扰，就是最好的尊
重。守好权力的边界，严防形式主义
进校园，让学校安心办学，让广大教
师潜心育人，才能让教育回归本质，
让下一代更加健康地茁壮成长。

基层消防安全是做好消防治理工作的重要前提。海
南深入推进基层消防力量建设，赋予全省237个街镇消防
执法权，不断提高基层消防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今年以
来，海南多地推动乡镇消防执法赋权工作落地实施，实现
一批消防执法事项“就近监管”，切实从最末端推动消防安
全群防群治。

消防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权、安全权、健康
权，以及每个家庭的安全与稳定。在新形势下的消防安
全监督管理工作中，乡镇（街道）是最末端的一环，也是至
关重要的一环，加强乡镇消防执法力量、提升基层消防安
全治理效能十分迫切、非常必要。

立足于消防治理形势，加强基层执法力量，有助防患于
未“燃”。长期的火灾防控实践表明，消防工作的重心和薄
弱点在基层，建设乡镇街道消防力量，是夯实基层消防安全
的最有效手段。此前，消防领域执法事项实施主体为消防
救援机构，从市县一级管辖范围来看，消防救援机构人员力
量有限，在灭火、救援之余开展基层消防治理，往往心有余
而力不足。将执法权赋予乡镇和街道，破解了基层消防执
法力量短缺瓶颈，可有效延伸治理触角，不留监管盲区，及
时发现和消除火灾隐患，避免“小火亡人”“小火酿大灾”。

着眼于补齐治理短板，推进消防执法赋权，有效打通
消防治理“最后一公里”。在基层消防安全治理工作中，权
责不一致、执法缺位、管理力度薄弱等问题，以及火灾隐患
和消防违法行为“看得见、管不着”的情况，长期以来制约
了基层政府部门落实属地监管工作。消防行政执法权赋
予镇街，补齐了基层“有责无权”短板，实现了消防监管关
口前移、重心下移，既解决了基层“隐患查得到，整治难闭
环”“查罚分离”等问题，也推动消防安全监管模式由“单一
监管”向“综合监管”转变，激活基层火灾防控“神经末梢”。

根据《海南自由贸易港消防条例》和《海南省综合行政
执法事项指导目录（2023年版）》，消防设施损坏、占堵疏散
通道、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高层民用建筑消防控制室
值班要求等消防领域6项执法事项纳入综合行政执法范围
并赋权乡镇和街道行使。这些事项与群众生活关系密切，
高频多发、易发现易处置。可见消防执法赋权充分考虑了
实际情况，确保了赋权事项与基层组织执法能力相匹配、基
层消防治理工作可落实。

当然，执法赋权不是“一赋了之”。既要在前期为基
层执法人员开展消防执法依据、权限和要求等方面的培
训，提升执法质效；也要在后期持续跟进指导服务，提升
乡镇（街道）消防执法业务水平，压实消防安全治理工作
责任，实现相关事项“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

推进消防执法赋权，最终目的在于消除安全隐患，维
护社会消防安全稳定。相信只要坚持预防为主、抓早抓
细，立足源头治理、系统治理，坚持关口前移、防治并举，

“最末端”的消防安全治理将更加有力，“最前沿”的消防
安全防线也将更加牢固。

改善睡眠、提升记忆力、缓解脑
疲劳……考试季快要来临，高压氧治
疗又火起来了。为了让孩子随时能
接受高压氧治疗，有些家长甚至不惜
购置昂贵的家用高压氧舱。家长口
中的高压氧舱，似乎解决了考生的不
少难题，甚至被认为是“考试神器”。

提到“考试神器”，人们很容易联想
到前一段时间爆火的“体考四件套”“聪
明药”等。每年一到考试季，便会有不少
家长希望借助这些“考试神器”提高孩
子成绩，如将某类药品当成“聪明药”
给孩子服用，给孩子购买体测鞋、功能
饮料等助力孩子体育考试等。高压氧
舱也是这样的“考试神器”之一。

据了解，高压氧治疗对缓解脑疲
劳有一定作用，但把高压氧舱当成“考
试神器”，则大可不必。因为并非所有
考生都需要高压氧治疗，而且就算需
要进行高压氧治疗，市面上售卖的很
多种家用高压氧舱达不到治疗所需的

压力，自然也达不到应有的疗效。
“聪明药”也好，高压氧舱也好，

各种“考试神器”的爆火，一方面反映
了家长的“分数焦虑”。为了让孩子
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取得更好的成
绩，很多家长不惜重金投入，寻求各
种提高分数的途径。哪怕对各种“考
试神器”的作用和疗效一知半解，很
多家长也愿意抱着“宁可信其有”的
态度试一试。这种强烈的需求，正是
各种“考试神器”爆火的市场基础。
另一方面，“考试神器”的爆火，背后
也有一些商家的“趁火打劫”。他们
利用家长的焦虑心理，大肆宣扬“考
试神器”，诱导家长和孩子选购。

然而，所谓的“考试神器”，到底对
提高孩子成绩有无帮助、帮助有多大
尚待考证，相反，不少众所周知、销路
很广的“考试神器”有很大的副作用。
如被称为“聪明药”的某类药品成瘾性
极强，服用过多会产生焦虑、暴躁、抽
搐、脱发等症状；“体考四件套”中的功

能饮料含有咖啡因，过多摄入可能会
对青少年的睡眠质量、神经系统等造
成危害。就连最近受热捧的高压氧
舱，有些孩子用了也会有头晕、耳鸣等
症状，对孩子的学习状态无益。还有
些销售火爆的“考试神器”甚至是“三
无”产品，对孩子的健康不利。

让“考试神器”走下神坛，需要多
方合力。学校和相关部门可进一步做
好科普工作，让家长和学生了解所谓

“考试神器”的真面目，别让他们被各
种宣传带偏；针对市场上出现的涉嫌
虚假宣传的“考试神器”以及各种“三
无”产品，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督执法力
度，及时查处违法违规经营的商家，别
让劣质“考试神器”损害孩子的健康。

家长也应保持清醒头脑，以科学
态度对待孩子的考试。与其迷恋各
路“神器”，还不如踏踏实实努力，不
要把希望寄托在各种外力手段上，别
被各种“神器”误导，影响孩子正常的
学习状态，得不偿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