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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新点燃劳动教育的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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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斑马线的
敬畏。不过，
真正的汽车
文明不是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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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纪，而是发
自内心的彼
此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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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礼让斑马线
不能止于处罚

17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
审议的医师法草案三审稿，拟明确医师自愿参与公
共场所救治予以免责。

近年来，医师在公共场所遇紧急情况予以施救
的情况时有发生。为鼓励医师积极参与公共场所的
救治活动，草案三审稿增加规定：医师在公共场所因
自愿实施急救造成受助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新闻漫评

解除后顾之忧

点评：免责，相当于对医师说：别犹豫，救人就
是！免责的同时，也免除了医师的恐惧。——郝勋

广场舞“跳起来”
也要“静下来”

媒体观点

□ 新华社记者 高敬

近期，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以礼让斑马线为
切入点，聚焦危害交通安全、影响通行秩序和文
明交通形象的突出违法加大管理整治力度。8月
11日零时起，217处路口值守斑马线的“电子警
察”正式开展执法工作，截至当天下午两点，共抓
拍录入120起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违法。（8月
17日《法治日报》）

斑马线，既是保护行人的生命线，也是展示
素质的文明线。行人相对机动车而言属于弱势
交通参与者，机动车礼让斑马线，不仅合乎情理，
更是法定义务。《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
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
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驾驶人
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
的，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但在现实中，由于执法没有落到实处，一些
驾驶人并未形成礼让斑马线的意识，车辆与行
人抢道现象时有发生。公安部的数据显示，全
国每年发生在斑马线上的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
事故逾千起，其中机动车未按规定让行导致的
事故占了总量的90%。在这一背景下，近年来多
地通过立法的方式，明确要求机动车礼让斑马
线，并制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比如，北京市对
驾驶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
行的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 200 元罚款，记 3 分；
河北省立法明确，机动车不礼让斑马线将被处
以警告或者50元罚款；而在深圳，对于不礼让斑
马线的违法行为，一律处罚款500元，并记3分，
惩罚力度全国最大。

严格的处罚，有助于驾驶员产生对斑马线的

敬畏。不过，真正的汽车文明不是罚出来的遵章
守纪，而是发自内心的彼此尊重。毕竟，交警部门
执法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况且还有不少没有
信号灯和“电子警察”的斑马线。整治机动车不礼
让斑马线，除了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外，还要正面
引导，循循善诱，唤醒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心中的谦
让和宽容，给行人让出一条安全的通道。

在这方面，杭州的经验做法值得借鉴。早在
前些年，杭州在一些路口专门安排义工，让行人
手拿一个竖大拇指的牌子过街，对礼让的司机表
达敬意。这个小小的举动，带来的却是大大的温
暖。许多司机见到“大拇指”，都会报以会心微
笑，慢慢停下车来，目送行人平安过街。从2018
年开始，杭州公交进一步打造“1·11斑马线互敬
日”主题公益活动，倡议行人过马路时向让行的
车辆，伸出手点个赞，给予司机鼓励；站在斑马线
前不过马路时，伸出右手掌心向上，做一个“有
请”的手势，给予司机反馈。礼让是相互的，只要
司机和行人多一些互动，就能达成彼此间的默
契，确保各行其道、安全畅通。

此外，必要的技术手段，也有助于涵养汽车
文明。比如，近年来一些地方纷纷推出“Z字型斑
马线”，通过设置隔离设施，让行人在斑马线上的
行进轨迹由直线变为“Z”字型，可以有效提醒行
人过街环顾两侧，也让机动车能有更充裕的时间
去停车让行。再比如“阶梯式停止线”，以左侧人
行横道线边缘为基准，将机动车道依次从近至远
后移，可以大幅增加机动车安全视角，解决不同
车道车辆对斑马线的观察视线互相干扰问题，有
效预防类似“鬼探头”的交通事故。

孔令鹏是浙江杭州市某初中班主任，最近，
他正进行暑期家访。和普通家访不同，孔老师
的家访还自带食材，现场教做菜！孔老师希望，
用美食、家庭角色互换等方式深入推动极具成
就感的劳动教育，培养主动、积极、快乐的夏初

“劳动小先生”。（8月17日《钱江晚报》）
家访的初衷，在于打破家长和老师之间的信

息不对称，增强家校互动，塑造教育合力。稀缺
而清新的“自带食材家访”，不仅让同学们丰富生
活技能、提升生活品质，也有助于拉近老师和学
生的距离。“自带食材家访”见证了一位教师的用
心良苦，也折射出为人师表者的自律自制——即
使让家长准备食材，家长也大都不会有怨言；自
带食材给学生们“送美食”，不仅是一种物质馈
赠，更是一种言传身教。

在家庭结构小型化的当下，“孩子中心主义”
让“00后”得到了万千宠爱；孩子们在家庭资源配
置中处于优先地位，许多事情通常都由父母乃至
祖辈代劳了。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孩子不仅不珍
惜他人的劳动成果，也不愿意劳动、不会劳动甚
至鄙视劳动。对未成年人的劳动教育进行“补
课”，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

“自带食材家访”能够取得良好成效，既在于
选择了合适的切入点，也在于坚持了因材施教。
对于喜欢吃、讲究吃的中国人来说，哪怕就是孩
子们也不缺乏对美食的热情；以家常菜入手，让

孩子们掌握实用技能，很接地气。根据同学们厨
艺的不同水平，“零基础”的包教包会，有一定厨
艺基础的指定菜品来完成作品，厨艺较高的“盲
盒开菜”根据现有食材来烧菜，尊重同学们的差
异性，满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让“自带食材家
访”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从而让同学们有很强的
获得感，家长们也很认同和赞赏。

一道道家常菜的背后，隐伏着幕后劳动者辛
勤的付出甚至富有智慧、激情和灵感的创造。摘
菜、洗菜、切菜，准备配料并着手烹饪，通过自己
动手、亲历而为，孩子们不仅享受劳动带来的成
就感与满足感，也体会到劳动的不易与艰辛。通
过“劳力”来达到“劳心”的作用，从而实现道德的
提升、智慧的增长、审美的熏陶，这才是劳动教育
的精神内核。

劳动教育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
育人价值，引导孩子们崇尚劳动、尊重劳动，学校
和家庭都不能缺席。一道家常菜，不仅彰显了制
作者的厨艺，也彰显了他的审美、品位、偏好。“自
带食材家访”通过角色体验，孩子们能够增强对
食物的敬畏和感情，减少食物浪费，增强对劳动
的认同和对劳动者的尊重。

面对急剧的社会变迁，传统的家访也应与时
俱进，注入一些新鲜内容，促进学生们的身心健
康和全面发展。“自带食材家访”即使不便复制，
其新意和心意都值得学习借鉴。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17日审议
修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议案。其中草案对公共
场所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的规定，引发广泛关注。

广场舞深受广大群众尤其是大爷大妈们的
喜爱，又常常因为音量过大、深夜扰民等问题，让
周围的居民头疼。

草案提出，在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组
织或者开展娱乐、健身等活动，应该遵守公共场
所管理者有关活动区域和时段等规定，采取控制
噪声的有效措施，避免干扰周围生活环境。草案
还对违反法律规定的法律责任进行了明确，如果
不听相关单位劝阻、调解的，或将被处以警告并
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能还会面临二百元以
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草案规定了处罚措施。但罚款不是目的，关
键是要共同维护好环境的和谐安宁。此次法律
的修订，能否让广场舞跳起来，也能静下来？这
是给全社会出的一道考题。

喜爱广场舞的大爷大妈们要自觉遵守公园、
广场等的管理规定，尤其是在跟居民小区、学校、
医院等噪声敏感建筑物距离较近的场所开展活
动，更要自觉控制音响器材的音量，不能让美妙
的音乐伴奏成为别人耳中恼人的噪声。到了夜
间，更要注意不能扰人清梦。

公园、广场等的管理者，要合理规定广场舞等
活动的区域和时段，尽可能远离居民小区等，并可
以通过设置噪声自动检测和显示设施加强管理。
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展“共建宁静家园”等活动，
通过社区自治和加强宣传，共同降低广场舞噪声。

噪声污染防治要坚持社会共治的原则，任何
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声环境的义务，同时也要

“及时出手”，向相关部门举报造成噪声污染的行
为。宁静、和谐、美丽的环境，需要全社会携手共
创。（相关新闻见A03版）

莫让营利培训
钻家庭教育“空子”

□ 新华社记者 胡浩

记者从17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获
悉，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强调，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机构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活动，不得组织或者
变相组织营利性教育培训。换句话说，就是要杜
绝营利培训钻家庭教育的“空子”。

近来，《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落地实施，对校外
培训机构尤其是学科类培训机构，要求从严审批，
严禁资本化运作，并严控开班时间。

校外培训“减”下去，家庭教育自然“加”上来。
不少人看出这一趋势，提出校外培训机构可以将针
对学生的课程转移到父母身上。甚至有个别人试图
打着指导家庭教育的新幌子，走学科补习的老路子。

为此，家庭教育促进法草案将公民、法人和非
法人组织依法设立的家庭教育服务机构明确为“非
营利性家庭教育服务机构”，并对家庭教育服务机
构超出许可业务范围的行为规定了处罚。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
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关系到孩子的终身发展，关
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
未来。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要尊
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和个体差异，培养孩子
健康体魄、良好生活习惯和品德行为，以端正的
育儿观、成才观引导孩子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机构、家庭教育服务机构
的职责，是指导和帮助家长更好地开展家庭教
育，传播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知识和方法，组织
开展形式多样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和实践，绝不
是畸变成为学科培训的新阵地——让家长成为
只抓成绩、不重品格，一味“鸡娃”、不问兴趣的

“虎妈”“狼爸”。（相关新闻见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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