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原时评
2020年 7月 27日 星期一

主编：卢有均 责编：马晓艳5

近日，根据网民举报，国家网信办针对

“学而思网校”APP 存在低俗视频、教唆早恋

内容等突出问题，指导北京市网信办会同

属地教育主管部门，依法约谈网站负责人，

责令限期整改。一石激起千层浪，消息一

出，加之暑假来临，规范各类线上线下教育

的呼声高涨。随即，国家网信办迅速启动

为期 2 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

境专项整治活动，为广大未成年人营造健

康的上网环境，推动网络生态持续向好。

一系列的举措，迅速而重锤，令人拍手

称赞。青少年事关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给

青少年一个清朗的校外教育环境，再怎么

强调都不为过。

前些年，校外培训的主体主要是线下

机构。梳理近年来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的政

策导向，从把线下培训机构纳入规范有序

轨道，到巩固治理成果、应对线上培训新情

况，再到出台超标超前培训负面清单，对什

么是超标超前内容有了刚性要求等，可以

说，规范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政策一

步一个脚印，效果也是实实在在的。

但是，培训机构规范治理既是一场攻

坚战，又是一部不断解决新问题、回应社会

关切的“连续剧”。一场疫情，加速了校外

培训机构业务向线上转移的进程。如何巩

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成果，进一步引导其

规范办学，严防“线下减负、线上增负”卷土

重来，是我们面对的新形势。

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教育”浪潮的

兴起，推动了在线教育的发展，为中小学生

提供了个性化、多样化的教育服务。对我

区而言，更是有利于打破教育资源的时空

限制，实现优质资源共享。疫情加速了人

们对在线教育的认知和接受度，未来，线上

教育的用户活跃度也将大大提升。

当下，对网络内容监督管理、家庭上网

教育、互联网企业针对性保护机制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参与。

最为紧迫的是，要重点整治学习教育类网站

平台和其他网站网课学习版块的生态问题，

深入清理网站平台少儿、动画、动漫等频道

的不良动画动漫产品，严厉打击直播、短视

频、即时通讯工具和论坛社区环节存在的涉

未成年人有害信息，从严整治青少年常用的

浏览器、输入法等工具类应用程序恶意弹窗

问题，严格管控诱导未成年人无底线追星、

拜金炫富等存在价值导向问题的不良信息

和行为，集中整治网络游戏平台实名制和防

沉迷措施落实不到位、诱导未成年人充值消

费等问题，持续大力净化网络环境。

从长远看，需要从根本上研究中小学

生课后涌入培训机构的原因。究其原因，

有的是因为在校内“吃不饱”或“跟不上”，

有的是为了发展音体美特长等等，实际上

都与教育供给有关。

从供给侧增加资源，使家长、学生拥有

更多选择，无疑是根本之策。疫情期间，各

地统筹整合教学资源，搭建网络“云课堂”，

取得了积极成效。可见，建设完善系统的数

字化教育平台，为学生提供优质校外学习资

源是非常可取的办法。在此基础上，各地可

成立教师资源中心，鼓励刚退休的教师提供

符合全面发展要求的课后服务，保证学校课

后托管质量。可喜的是，结合区域实际，我

区已经启动实施了“西藏教育珠峰旗云”行

动计划，打造了专门服务于西藏地区的正规

线上综合教育平台——西藏教育珠峰旗云

平台，在疫情期间提供了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的优质教育资源，保障了全区各级学校开

展线上教学活动。此项计划在清朗我区青

少年校外教育方面将起到基础性作用。

前不久，本报关于日喀则市白玛拉姆老人一家的新闻报

道，在区内外各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62载光阴冉冉，白玛拉

姆老人含辛茹苦，养育出四个品学兼优的孩子：长子、次子今年

分别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幼子正在清华

大学攻读学士学位，小女儿在日喀则市第一高中学习。

母亲勤俭持家、言传身教，一心为儿女营造良好的学习生

活环境；四兄妹乖巧懂事、自律自强，争相为母亲分忧解难；一

家人相亲相爱、手足情深，携手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一个

普通的农牧区单亲家庭走出多个高材生的“励志故事”，背后是

质朴的母子情感、和谐的家庭关系、优良的家风传承。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优良家

风的形成和传承，影响着一个人的人生轨迹、一个家庭的幸

福和美满、一个民族的繁荣和富强。在为白玛拉姆老人一家

传递的“正能量”点赞的同时，我们理应更深刻地认识到涵养

优良家风的必要性、重要性，认识到无论时代如何变化，经济

社会如何发展，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

教、注重家风，让优良家风春风化雨、代代相传。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

衣”的吟咏，“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家训，“家和万事兴”

的向往……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孝老爱亲、兄友弟恭、妯娌

和谐、克勤克俭等传统家庭美德早已融入血脉，化作支撑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重要精神力量。这种优秀传统文化

和传统美德，只有植根于日常生活里、体现在人人躬行中，才能

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涵养良好家风，就要从优良传统中汲

取精神力量，特别是父母一定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

德，通过修身正心、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践行传统美德，帮助子

女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健全的心灵和人

格，让家庭成为每个成员涵养美德、陶冶情操的温馨港湾，让优

良家风成为一代代家人的精神食粮。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国之栋梁出于

家之苗圃，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社会风气才有好的基

础，社会文明进步才有源源不断的推动者与建设者。在全民

深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当下，涵养优良家风，要求

我们深刻认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朴素道理，融骨

肉亲情与爱国情感为一体，把爱家与爱国统一起来，将家庭

梦融入民族梦之中，在追求家庭幸福的过程中建设好社会和

国家；要求我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家庭文明建设，

锤炼个人品德、书写家庭美德、遵守职业道德、弘扬社会公

德，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为家风

注入时代精神，保持家庭蓬勃的精神风貌。

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

则社会文明。建设一个文明进步的社会，需要依靠万千家庭

的良好家风化雨成风，汇聚成最为澎湃的精神力量。让我们

行动起来，经营好家庭、涵养好家教、培育好家风，共圆家国

梦想，共创美好未来。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下发《关

于开展 2020“清朗”未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

专项整治的通知》，要求紧紧围绕与未成年

人密切相关的平台环节，大力整治影响青

少年健康上网的突出问题，通过深入清理

一批有害信息，处置一批违法违规网站账

号，查处曝光一批典型案例，推动网络生态

持续向好。

未成年人上网的一个重要群体是中小

学生。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

展，良莠不齐的网络信息泥沙俱下，中小学

生因自控能力差、分辨是非能力弱，首当其

冲成为最大的受害者。“13 岁学生因深度沉

迷网游被父亲教训后跳楼身亡”“11 岁女孩

为买游戏装备盗刷父母积攒多年的 10 余万

血汗钱”……类似这样的未成年人因为沉

迷网络而发生的恶性事件屡见不鲜。据

2019 年 8 月发布的第 44 次《中国互联网络

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 2019 年 6月，

我国网民规模达到 8.54亿，其中手机网民规

模 8.47亿，10岁以下网民占 4.0%，10至 19岁

网民占 16.9%，也就是说 19 岁以下网民达到

1.77 亿。由此可见，网络已逐渐成为中小学

生最喜爱的媒介，中小学生上网率较高，手

机上网成为普遍现象。

面 对 网 络 游 戏 给 中 小 学 生 造 成 的 危

害，近日下发的《关于开展 2020“清朗”未

成年人暑期网络环境专项整治的通知》，

给出了“良方”。“良方”是好，但关键还在

于 怎 样“ 对 症 下 药 ”，以 达 到 既“ 治 标 ”又

“治本”之成效。比方说，《通知》中明确的

“严格规范网络游戏诱导未成年人进行充

值、打赏、购买装备等付费行为”“严厉打

击诱导未成年人应援打榜、刷量控评、大

额消费等行为”，是否可以采取更加明确

的举措实行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等等。近

年来，关于治理网络空间的相关规定一直

在密集出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于

这些规定，各级政府部门需要拿出更加务

实的监管举措，设置更加科学的防沉迷机

制，在做好“堵”的同时注重“疏”的工作，

进一步提升对互联网的治理能力，还网络

空间一片“清朗”，为未成年人成长营造健

康向上的网络环境。

网络尤其是网络游戏已成为这代孩子

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更是一种社交

方式。中小学生正处于身体发育和人生塑

造的黄金阶段，对新事物有着强烈的好奇

心，但由于明辨是非的能力还不高，缺乏正

确处理生活中各种信息的能力，尤其缺乏

抵制种种不良诱惑的坚强毅力，因此防止

学生们沉迷网络，家庭教育至关重要。在

引导孩子正确使用网络的过程中，一方面

家长应该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树立榜样，

告别“低头族”，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

别让孩子们在现实生活中感到孤单无聊，

转而从虚拟的网络空间寻求获得感。另一

方面，也不要一味地严加看管，不允许孩子

触碰网络，严防死守只能适得其反。比方

说，有的家长听到孩子与朋友在交流网游

话题时，便暴跳如雷、严厉训斥，这样的方

式并不可取，因为这也是孩子们建立友谊

的基础性话题。我们可以在严管的同时，

给孩子们设定一些相应的规则，比方说规

定游戏时长、规定哪些游戏可以玩哪些游

戏不可以玩。与其在严管下迫使孩子偷偷

接触不健康的游戏、沉迷于网络，不如在家

长的引导下健康上网。

近段时间，各式共享电动车出现在了拉萨街

头。和共享单车一样，共享电动车作为城市绿色

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

公共交通“最后一公里”问题，可以对接公交、出

租车等，是对城市居民出行需求的有效补充。同

时，共享电动车既满足了群众的短距离出行需

求，又具有体积小、易停车等优点，能够有效弥补

私家车不易停车的短板，方便市民绿色出行。

然而，共享电动车的出现在给用户带来便利

的同时，也存在诸多安全隐患，面临尴尬境地。

目前，共享电动车已在拉萨逐渐推广。显而

易见，运营商并未给每一辆共享电动车配备安全

头盔，而很多骑行者也忽视了这一重要的安全措

施。由于现有交通道路设置，电动车属于非机动

车辆，按规定应当走非机动车道。但是，在拉萨街

头，经常可以看到部分车主为了方便，随意进入机

动车道，给道路交通造成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此外，共享电动车随骑随走、缺少专人看护

的特点，也容易出现共享电动车丢失、被私人占

用、零部件故障以及未满年龄的儿童骑行等问

题。对比私人电动车，共享电动车使用人数多、

频次高，一旦上述弊端不加以规制，更容易放大

安全问题，造成严重后果。

从共享单车到共享电动车，这些新鲜事物的

出现都是有利也有弊。如何让共享电动车真正

发挥积极作用，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共

享电动车的推广，需要运营商和相关部门综合发

力。运营商后期要加强设备维护，做好共享电动

车的硬件检修，为用户提供安全可靠的出行工

具。相关部门更要加强管理引导教育，一方面，

要制定合理规范的共享电动车使用标准；另一方

面，要加强群众的交通安全教育，提高道路安全

意识，文明出行。唯有安全出行，共享电动车才

能真正为群众带来便利。

近日，西藏自治区人才广场项目已完成项目总进度的

30%。该人才广场设置了智慧化招聘展位、远程招聘室等，后

期计划让智慧化“云招聘”模式覆盖每个市地。

作为在疫情期间大规模应用的新兴招聘模式，“云招聘”

利用云技术为就业市场供需双方搭起了桥梁，让用人单位和

求职者突破时空限制，实现网上直接沟通对接，为招聘求职

双方带来了高效便捷的全新体验。特别是针对我区基层农

牧民居住分散、距离中心城区较远的实际，实行“云招聘”模

式，不仅能有效降低招聘求职成本，还能大幅提高效率，更好

地实现稳就业目标，是推动我区公共人力资源服务形式向科

学化、便捷化、智能化延伸的有益尝试。

然而，“云招聘”并非十全十美。据有关报道，有些面试

考官认为，透过屏幕很难对求职者的言谈举止、整体气质进

行直观全面了解，难以进行实操检验和技能考评，难识“庐山

真面目”。同时，由于求职成本低，很难估量屏幕对面求职者

的诚意，有时尽管录用了也经常被“放鸽子”。有些求职者则

表示，网上海量招聘信息缺乏严格把关和筛选，真伪难辨，往

往心里没底……用人单位与求职者“互倒苦水”，昭示着“云

招聘”以后要成为主流招聘模式，还有较长一段路要走。

为使“云招聘”发挥更大作用，供需双方都要不断改进思

维方式和对接洽谈形式，满怀诚意和诚信适应就业市场新业

态。用人单位要积极开展诸如“直播带岗”类的活动，短视频

展示工作环境，老员工畅谈工作感受，让求职者在直观全面

了解的基础上签下协议；求职者要尽可能将自己的综合素质

和特长通过屏幕直观全面地呈现给面试官，而非传统招聘中

的一问一答形式。

当然，就业服务部门也要更好地搭建招聘平台，提高就

业信息精准匹配能力，让求职者更容易上手，高效地传输资

料；要加大“云招聘”宣传力度，大力吸纳用人单位入驻招聘

平台，并积极培育求职者线上求职行为习惯；要对用人单位

进行筛查监督，大力惩处供需双方欺骗行为，从而使“云招

聘”成为大家信赖的招聘模式。

给青少年一个清朗的校外教育
毛娜

防止中小学生沉迷网络应多管齐下
成业

让优良家风

春风化雨代代相传
曲扎

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

规范医疗机构名称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严格履行

名称管理职责、严禁利用名称误导患者，医疗机构擅

自使用“协和、同仁”等知名医院名称标识的不予登

记。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规范管理

“云招聘”：

让“对的人”找准“对的事”

还需下实功
陈振东

共享电动车：

安全比便捷

更重要
卞琳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