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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再让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成为“空头支票”
　　近日，在近年来全
国各地持续为中小学教
师减负措施的基础上，
河南、贵州等地陆续发
布中小学教师减负清
单，并公布举报电话和
邮箱向社会征集相关线
索。长期以来，关注、
投票、点赞、转发、拍
照上传、APP 下载等非
教育教学事务一直占据
着教师大量的时间。在
今年 3 月发布的全国“双
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
60.3% 的受访教师认为
课后服务工作量加大，
70.9% 的受访教师呼吁
减轻非教学负担。而近
期多地再次出台新一轮
减负措施，不少网友呼
吁能落到实处。（2023
年 12 月 13 日 南方 +）
　　与教育教学无关的
工作，一律叫停；与教
育教学无关的任务，一
律拒绝。如果这两个“一
律”能真正得以贯彻和
落实，真乃教育界一大
幸事，也是教育体制的
一大进步。在笔者看来，
为教师“减负”，也是
为广大家长和学生减轻

负担。只有这些劳民伤
财、严重侵害教师、学
生和家长宝贵学习时间
的形式主义之举少了，
教师才能更安心专心于
教学，学生才能得到老
师们更高质量的教育，
家长们才能不会连带着
受累。
　　笔者作为学生家
长，从孩子上幼儿园到
中小学，一直被学校在
这个那个部门“胁迫”
下，所下达的诸如各种
接龙、问卷、知识竞赛、
观看视频等等各种任务
所累，对家长群里时不
时蹦出来的，各种可有
可无又必须要配合的任
务简直是睹之色变，甚
至到了神经过敏、“心
惊胆战”的地步。但和
大多数家长一样为了孩
子不被“穿小鞋”，只
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
言。
　　这些名目繁多、打
着“对教育负责”“为
孩子好”的名义的工作
摊派，其实都是自上而
下的形式主义在作祟作
怪，很多都与教育教学

活动八竿子打不着，严
重影响各个学校的正常
教学活动，也直接加重
了教师、学生和家长们
的负担。在这些被摊派
的形式主义任务“压迫”
下，无论是校方和家庭
都是不堪重负，苦不堪
言，怨声载道。
　　据新闻报道，今年
以来，除了学生，全国
各地已陆续有教师因不
堪重负、心理压力过大，
而在校内自杀身亡的惨
剧发生。不知道是不是
他们血淋淋的抗争唤醒
了有关部门的良知，还
是有关方面确实意识到
了“形式主义害死人”
的严重危害，在前些
年不断出台政策措施减
少教师非教学任务的基
础上，近期又有多地纷
纷发布中小学教师减负
清单和“减负”措施。
从这些清单和措施上可
以看出，这些地方的政
府和教育部门对教师减
负工作是相当重视的，
措施也是很严厉和可行
的。但是关键一点，具
体能不能落实到实处，

执行的力度和效果如
何，还有待于时间和实
践的检验。
　　目前，从以往各地
已发布和实施的减负举
措来看，可以说收效甚
微，很多最终又落入了
另一种形式主义的“窠
臼”。之所以下这样的
结论，各地在中小学减
负政策出台后，学校、
教师、学生和家长不
减反增的负担及压力现
状，可见一斑。
　　我们知道，早在
2019 年，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就联合发
布了《关于减轻中小学
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
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
意见》，将中小学教师
减负改革纳入整治形式
主义专项工作，对影响
教师教育教学的督查检
查评比考核事项进行集
中清理，并要求省级党
委和政府列出具体“减
负清单”，减少教师非
教学任务。
　　事实上，该《意见》
出台至今，某些形式主
义的做法反而愈演愈

烈，很多地方与《意见》
背道而驰，完全置教师、
学生和家长的基本权益
于不顾，我行我素，擅
权妄为，各级政府部门
为了完成工作指标和所
谓的政绩，仍旧不断摊
派一些与教育教学无关
的任务给学校，学校又
将任务摊派给教师，教
师又将任务摊派给家长
和学生，整个摊派“一
条龙”。“减负”之路
最终还是走到了“72.9%
的受访教师认为工作量
比较大、非常大，70.9%
的受访教师呼吁减轻非
教学负担”的死胡同。
　　因此，国家出重拳，
地方下狠招，从上至下
重落实，看效果，坚决
摈弃形式主义的错误思
想和做法，遏制形式主
义向学校转移的趋势，
才能切实减轻中小学校
和师生负担，为教师安
心、静心、舒心从教创
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和教
育氛围，才能真正让教
育“归位”。

■首席评论员 董哲

强推电子医保卡使用，是治病还是“添病”？！
　　据天津《今晚报》
报道，有年纪七旬老人
近日在社区医院看病拿
药时，被要求使用电子
医保卡进行挂号。做为
高龄老人，多半对智能
手机的使用处于初级阶
段， 多还在使用功能简
单、操作便捷的老年手
机。因此平日使用实体
医保卡习惯了，在忽然
一夜之间被要求使用电
子医保卡，大半晕头转
向，求助于医护人员。
一时间医院犹如菜市场
般的繁华热闹。不由得
让人疑惑，这到底医院
还是菜市场。记者联系
了医保部门，被告知是
用本月起推行使用电子
医保卡，目的是方便市
民快捷就医。且使用电
子医保卡还是实体医保
卡都可以。但据读者反
映，在南开区的部分社

区医院，市民一律被要
求使用电子医保卡，并
有上级医保部门对基层
医院使用电子医保卡的
情况进行考核。不少市
民对此多有抱怨，本来
挺好的一件方便市民的
好事，怎么就被“念歪
经了呢？”
　　在时下社会，政府
部门每每推出的政策、
方针 ，无不是想百姓
之所想，急百姓之所
急，千方百计地造福人
民，为人民创造优越的
生活环境，让百姓生活
的幸福安康。然而，每
一个惠民政策的出台，
在具体实施上，总是大
打折扣。与制定政策的
初衷背道而驰。时下每
个人使用的电子支付方
便快捷，但并不能排斥
做为主要货币的人民币
使用。媒体就曾经报道

过一些商家明确标注消
费者必须使用电子支付
并拒收人民币。此举不
仅暴露了个别商家的知
识浅薄，更触犯了相关
法律。后在人民银行的
监督下， 拒收人民币的
现象已经销声匿迹不再
上演。外出就餐，相信
每个人都习惯使用商家
提供的菜单点菜。但偏
偏有餐馆推行起电子菜
单，且强制使用。此举
看似方便了消费者，但
同时也流失了消费者。
做为老年群体，不习惯
使用电子方式，你非要
强制使用，人家只好寻
找使用菜单点餐的地
方，无形中流失了消费
者，哪个好来哪个劣，
相信做为商家，心中自
有一本明白账。
　　同样来讲，作为上
级医保管理部门，管的

是基层医院是否正常使
用医保资金，保证医药
进货渠道正规，不卖给
患者假药，不出医疗事
故等等。是其应该过问
操心的事情。具体基层
医院如何挂号、使用什
么方式收费，用微信、
还是支付宝，患者是用
现金缴费， 还是用银行
卡刷卡等等，那是医院
的自由。根本用不着医
保部门去费心过问。用
老百姓的话说，这个手
伸的太长了，管到了人
家的“家事”。做为患者，
使用实体医保卡看病，
还是使用电子医保卡，
那是患者的自由，别人
无权干涉。
　　目前天津市民遭遇
的情景，明摆着有上级
医保部门的强制要求。
基层医院不执行，医保
部门难免给个脸色，下

个狠招。 基层医院肯定
不敢不执行。反过来，
做为患者，看病遭遇不
必要的障碍，心里不舒
服，有怨气，就要发泄。
做为基层医院成了出嫁
的媳妇——两头受气。
婆婆给脸子，丈夫耍性
子。这滋味相信基层医
院是哑巴吃黄连——有
苦说不出。
　　做为天津的医保管
理部门，还是应该放下
高高在上的架子，下到
基层，多听听百姓的声
音，别总是凭空臆想，
一拍脑门就是一个主
意。你一个信口开河 ，
不知给多少人带来了麻
烦，你想过吗？！ 

■评论员 孙敬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