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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开展清理整顿，严厉打击涉考违法犯

罪活动，保障考生的合法权益。合力而治、协力

而为，考研路上的各类非法生意才会真正风吹云

散去。

考研调剂“保录”生意该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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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

5 月 5 日，全国硕士研究生

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关闭，2022年

考研正式落幕。有考生想找人

“保过”，于是就有机构开始打着

“保录”的噱头干起了违法之

事。在新浪“黑猫投诉平台”，关

于考研的投诉有5167个匹配结

果，关于“保过退费”的投诉一共

有 1676 个。有考生交了 6.5 万

元，最后还是无学可上。（5月19

日《新京报》）

钱交了、事没成，“天价保过

费”当然不是硬通货。考研调剂

“保录”的盖头下，不过是以敛财

为目的的“概率游戏”。

这门生意是怎么活泛起来

的？答案起码有两个。一是调剂

信息的复杂和分散。考生初试通

过国家线但没有通过报考学校的

院校线，或者通过了院校线但复

试后未被录取，此时考生还有一

次“上岸”的机会——参加考研调

剂。但因各院校每年的调剂时

间、名额和标准多有变化，这就导

致不同考生之间存在着“信息

差”。考生的信息盲点，是“保录”

的目标需求。

二是考研队伍的庞大而火

热。教育部数据显示：2022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报考人数为457万，

比2021年报考人数377万增加了

80万，增长率超20%，创下历史新

高。考研的人越来越多，意味着

调剂的权重越来越高。当每个调

剂名额关系到考生“百分百成就

感”的时候，贩卖焦虑并抚慰焦虑

的生意自然风生水起。

考研调剂“保录”，当然摆不上

台面。不过，这么多年来，这个灰色

产业依然赚得盆满钵满，不仅根在

“刚需难灭”，更重要的，还是监管与

执法层面的怠惰和漠视。2021年

国家层面针对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

训的治理是全口径的，但针对成年

人的校外培训治理力度，显然不如

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相关治理猛烈。

事实上，考研调剂“保录”的线索唾

手可得，问题是：谁来查，怎么查？

人多有“赌徒心理”，利用“暗

箱操作”“内部关系”为障眼法的

“保录”生意很容易在宣传中点燃

人性层面的侥幸需求、偷跑需

求。加之“如不录取，全额退款”

的承诺兜底，不少考生难免眼红

心热，决定“最后搏一把”。无良

机构的算盘是明摆着的：调剂上

了，算自己的“功劳”；调剂不上，

大不了退费。何况，退费的路上

还有各种套路“伺候”着。早在

2014年，教育部就严肃指出，一些

考试培训机构变换方式，打着所

谓“保录包过”等旗号进行“助考”

活动，严重威胁考试安全。《2022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

规定》也明确要求：严禁招生单位

内部任何部门和工作人员举办或

参与举办考研辅导活动。但一纸

禁令显然难以撼动市场，考研调

剂“保录”生意依然供需两旺。

要想釜底抽薪地解决这个

问题，最要紧的还是做好两件

事。第一，学校、教育部门要尽

力弥合“信息差”。不妨多渠道、

多维度建立全国性考研调剂信

息池，官方有权威发布、学生有

经验交流，附带“辟谣”等公共服

务，那么，神秘兮兮的“保录”生

意自然就祛魅了。第二，职能部

门及时出手“清理门户”。各地

教育考试部门应会同公安、工商

等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

集中开展清理整顿，严厉打击涉

考违法犯罪活动，保障考生的合

法权益。合力而治、协力而为，

考研路上的各类非法生意才会

真正风吹云散去。

●高校有必要主动创新、积极作为，统筹各方资

源力量，让毕业生愿意就业、能就业、“俏起来”。

毕业生就业不能“缓一缓”“等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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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振伟

“我们银行位于银泰城旁，实

习就业都非常便捷，欢迎毕业生

们加入平安银行湖州分行。”“德

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上市公司、国企，福利待遇

高，发展前景好。”……近日，湖州

师范学院举办的一场名企“直播

带岗”活动吸引1500余人观看，不

少毕业生还与企业HR进行线上

互动交流，点赞超过800次。（5月

18日中国青年网）

疫情影响出行，经济形势让

岗位缩水，再加上大学毕业生数

量“创历史新高”，可见今年的毕

业生就业工作“难上加难”。高校

促毕业生“充分高质量就业”，是

办学本分，也是政治任务。高校

不妨把做好就业工作，作为倒推、

反思学科专业建设的契机，更加

明确“适应国家需求、办人民满意

教育”办学思路。当然，毕业生就

业，也需要多方协力，共渡难关。

就业形势严峻，高校要主动出

击。教育部数据显示，今年我国高

校毕业生规模达到1076万，首次

突破千万。智联招聘数据显示，

截至4月中旬，2022届有求职计

划的应届毕业生中，有46.7%已获

得工作邀约，数据低于2021年。

疫情带来人员流动困难，不是就

业工作“缓一缓，等一等”的借口，

像湖州师范学院“直播带岗”，就

是积极主动作为。“直播”不仅能

切实帮助毕业生就业，还能营造

“尽快就业”的宣传氛围。从现在

到8月中旬一直是就业黄金时期，

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在供需上当相

向而行。毕业生尽快就业是人才

流动发展“大循环”的基本要求。

目前，在浙江，像浙江工业大学、杭

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计量大学等

不少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都“访

企拓岗”，学校上上下下为毕业生

就业不停奔走、频出实招。

毕业生就业不能光靠高校

唱“独角戏”，政府和企业要创造

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不久前，

浙江省推出鼓励大学生创业的

措施，大学生创业万一失败，可

以由政府兜底，家政、养老和现

代农业领域还可以享受政府10

万元的创业补贴。年轻人就业

和创业，要有一股闯劲，勇敢走

出去，坚信“天生我材必有用”。

社会不会埋没有干劲、有才华、

有想法的年轻人。不能给就业

人为设置不合理的门槛，“唯学

历论”“唯名校论”不利于形成公

平就业的社会氛围。

毕业生尽早就业，外部因素

固然重要，学生自身尤需练好内

功。一些毕业生倾向于选择“央

国政”，对到中小企业或基层就业

“很嫌弃”。也有一部分毕业生宁

愿“躺平”，出现慢就业、懒就业、

不就业的现象。其实，是金子在

哪里都可以发光，在中小企业和

基层也能大有作为，改革开放、新

时代发展的红利遍及社会角角落

落。对于大多数毕业生来说，消

极就业很容易让自身和家庭陷入

恶性循环。先就业，等能力强了

再择业，才是理性选择。

毕业生就业质量，是衡量一

所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依据。高

校有必要主动创新、积极作为，统

筹各方资源力量，让毕业生愿意

就业、能就业、“俏起来”。

□曲 直

近期，文旅部印发了《文化和旅游部关于

修改〈娱乐场所管理办法〉的决定》，对《娱乐

场所管理办法》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该办

法修订了与上位法不符合的条款。其中，新

增了“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娱乐场所”的规

定。（5月19日澎湃新闻）

该规定受到公众普遍力挺。事实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章

第五十八条早有明确规定——“学校、幼儿

园周边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

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

活动的场所”。按照“下位阶的法律必须服

从上位阶法律”的要求，在这之前，幼儿园周

边本不得设置娱乐场所，管理上早就有法可

依，只是在一些地方没有得到切实执行。

孩子的成长环境很重要，“孟母三迁”就

是强有力的说明。孟母为了给孩子营造良

好的读书环境，不惜一再搬家，而孟子最终

没有辜负母亲的良苦用心，一心向学，最终

成长为一代儒学宗师。孟母的大智慧、大格

局至今仍是美谈。

孩子的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定型，且最

易有样学样，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有着潜移

默化的作用。虽然当今的娱乐场所基本上

都是合法的、规范的，是成人休闲、消遣的

好去处，但身处这种环境，对于未成年人来

说并不适宜。此外，娱乐场所进出人员相

对复杂，给学校周边的交通秩序等带来一

定影响，给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带来诸多不

安全因素。

现代社会搬家成本高昂，现代父母做

“孟母”不易，且孩子大半时间都在学校，学

校周边环境不是个体所能改变的。但庆幸

的是，净化孩子们的成长环境，护航他们健

康成长，我们有法规与政策托底，正如“幼儿

园周边不得设置娱乐场所”这项规定，就是

以法律的高度开展人心所向的护苗行动。

众多网民为法律法规的持续健全点赞、

叫好，同时期待执法部门严格执行法规要

求。为了便于执行，“幼儿园周边”如何定义，

还需要尽快明确。对于已经存在于中小学、

幼儿园周边的娱乐场所，则需要重点应对。

“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娱乐场

所”，不仅是全社会应有的共识，更是娱乐场

所要坚守的底线、红线。笔者以为，只有法

规长牙齿，执法动真格，才能让人对法规、对

未成年人权益心生敬畏，不敢逾越雷池。期

待此次的“新增”敦促各地加强落实，硬核执

法，优化校园周边环境，护航幼苗健康成长。

期待净化幼儿园周边环境“落地有声”

为孩子的未来
打好劳动底色

□李 平

截至5月中旬，微博话题“教育部发布

劳动课程标准”阅读量达1.8亿次。广大师

生及家长对劳动教育的关注程度由此可见

一斑。在这个节点上，这所“大自然学校”

的出现，不由让人眼前一亮。

劳动教育新课标出台并将于今年 9

月实施，对于广大教师来说，可谓有了“指

南针”。虽然新课标是针对中小学课程的

调整，但对幼儿园的育儿工作也有着方向

上的指引。义乌的这名园长恰恰把工作

做在了前面。

学习和劳动并不是对立的，适当的劳

动反而有利于促进孩子的学习。新课标中

的劳动课概念更加完整，包括脑力与体力

劳动两种，同时将技巧、技能、科技实践活

动等内容更加科学地结合了起来。

劳动是递进式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根据新课标，劳动课程内容共设置10个任

务群，覆盖了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

务性劳动等3类劳动，每个任务群由若干项

目组成，对每个阶段的孩子有相应的具体

要求。就拿大家都关心的做菜来说，一、二

年级要求孩子会简单的粗加工，会择菜、洗

菜；而到了三、四年级，则要求学会初步制

作冷盘。但这些都不是孩子们凭空就会

的，而是要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点点建立对

蔬菜、米面粮油、烹饪等的基本认知，慢慢

去动手实践，并一步步积累。试问此前媒

体不止一次报道的，从小并未接触任何烹

饪知识，习惯了家长包办代替，等到上了小

学还不知鸡蛋怎么剥壳、吃虾不会去皮的

那些孩子，又如何能够一步到位？

“大自然学校”可以说契合了劳动教育

新课标精神。上课之余，孩子们可以在大

自然的怀抱中亲近土地、接触农作物，种玉

米、埋甘蔗、挖土豆……在潜移默化中亲历

劳动的过程，体会劳动的真谛，从小树立正

确的劳动价值观，锻造良好的劳动品质，从

而为今后的成长打好底色。对于广大幼儿

园来说，即便没有这样的场地，也可以因地

制宜，把劳动教育落到实处。

新闻回顾 种玉米、埋甘蔗、刨土豆……浙江义乌一名幼儿园园长承包90亩地，

为孩子们打造了一所“大自然学校”。这名园长表示，只要这个季节能够种下去的任

何蔬菜瓜果，都会让孩子们去体验，让他们有自由的空间去奔跑、去感受大自然的变

化。近日，这所“大自然学校”引发了广大媒体的热议。

▲

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大自然学校”为何让人触动？
让孩子学在田野乐趣无穷

□郑建钢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相信小朋

友在上幼儿园的时候，这样的诗句早已背得滚

瓜烂熟。但“纸上得来终觉浅”。“盘中餐”是从

哪儿来的，究竟要辛苦到怎样的程度，知道的

小朋友估计不会太多。

“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

尝。”建在田野上的幼儿园，有了体验农事、亲

近自然的先天优越条件，任由孩子们无拘无束

地在田间地头种庄稼、摸河蚌、划船、寻找花花

草草，乐趣无穷。一方面，“大自然学校”让孩

子尽情地释放了天性，从小学会爱自然、爱劳

动，满足了他们对大自然的好奇心；另一方面，

通过农田这个大“教具”，逐步加深孩子们对大

自然的活动体验，重在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

性，关注他们的主体发展需求。对于孩子们来

说，体验农事的苦与累，品尝收获的喜悦，本身

就是启蒙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课。

“大自然学校”把农田当成“教具”，希望

孩子享受不一样的教育，用心良苦。无须担

心孩子玩心太重，一心扑在田头体验春耕夏

播、秋收冬藏，顾不上识字算数学外语。俗话

说得好，“涉浅水者见鱼虾，入深水者见蛟

龙”。该幼儿园园长王群一认为：“幼儿园阶

段对于人的一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现在给

他们提供的教育，会给他们带去什么样的影

响，很可能到成年后才能显现。”从眼前来看，

密切关注大自然的变化，看着农作物播种、发

芽、长高、结果，让孩子们能更好地理解土地

对于人类的意义，知道了我们吃的穿的，很多

都是来自土地。与此同时，有助于提高孩子

们的动手能力、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团队协

作能力，让他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促进幼

儿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大自然学校”以农地为载体，点燃孩子们

热爱农事、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兴趣，激发孩子

们的生活情趣，让孩子们亲近大自然，在劳动

中学会珍惜与感恩，不断增强自信心，为他们

走好今后的人生道路打下良好的基础。

“接地气”的幼儿教育值得追随

□陆玄同

一所承包了 90 亩农地给孩子们上课的

幼儿园登上了热搜。凭着“让孩子体验春

耕夏播、秋收冬藏，学会记录与观察，理解

土地对于人类的意义”这些朴素的愿景，即

使幼儿园从城里搬到乡村，交通时间成本

随之增加，还是有不少家长一路追随到了

义乌何斯路村，让自己的孩子继续在这所

幼儿园就读。

这也说明，家长们认可这样一种“接地气”

的教育方式。当然，这种拥趸可能源于孩子本

身的变化，比如幼儿园会安排孩子们围绕着农

田跑步，有家长反映“孩子小班转学过来之前

经常生病，加强锻炼后生病都少了”。不管是

出于何种原因，都说明这样一种有别于传统幼

儿教学的方式，没有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值得

欣慰。

家长们乐意让孩子在田野里学习成长，本

就是一种进步。于教师而言，让孩子亲近自

然、认识自然，是幼儿教育的题中之义；于家长

而言，这样的情景式教学，不仅让孩子收获了

知识，也收获了童真童趣。

这样“接地气”的教育，是在释放孩子的天

性。孩子的天性就是玩。孩子每天学习生活

的地方是广阔的田野，是青山绿水、鸟语花香

的大自然，他们可以切身体验四季的变化，感

悟一颗种子从种下去到长大、开花、结果的成

长过程，对他们来说是最好的教育，他们必然

也会由此养成热爱劳动、善于观察、喜欢思考

的优秀品格。

幼儿期的孩子，就像一株株幼苗，遵循规

律的种植者，会让它们生长得郁郁葱葱。我

们乐见有教育者践行这样的教育理念和方

式，也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家长认同并追

随。少了育儿焦虑，不再把“赢在起跑线上”

挂在嘴边，让孩子在大自然中自由奔跑，汲取

更多的自然养分，比在这个年龄阶段“圈养”

他们、拼命灌输给他们所谓的知识要有价值

有意义得多。

近日有媒体报道，“山寨证书”中，有的名称就
很“雷人”，一听就像假证书，可有的看上去却挺正
规，甚至印有部委名称、国徽等，令人真假难辨。实
际上，“山寨证书”的背后都是“生意”。眼下，有关
部门正加大对“山寨证书”的打击力度，在此提醒广
大考生提高辨别能力，以免上当受骗。

（王 铎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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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打假，
还需多双慧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