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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济路小金庄通源小区，一室一厅45平方米，豪华装
修，家具家电全新，未入住。可租可售，租住要求干净，月
租金1200元不讲价，售价面议，看房电话：13832738807

出租
出售

近期围绕“在校时长”热议
不断。高关注度的背后，直观体
现了家长苦“三点半”放学久矣
的诉求，更折射出缩减在校时长
导致总体教育负担增加这一痛
点。针对此，教育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推动落实义务教育学校
课后延时服务全覆盖，时间安排
要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
切实解决家长接学生困难问题。
由此，义务教育进入减少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
减”阶段。但记者调查发现，课后
延时服务仍有“雷点”需要解决。

家长一边喊着受不了
一边却又不报名

长期以来，“校内减校外增、
提前放学提前补”受人诟病。学
校减少的学习时间不仅没能减
少负担，反而变相增加了家庭教
育支出、增加了社会负担。近年
来，从学界到公众都开始呼吁
——“真减负就该恢复在校时
长”。

记者了解到，深圳经过 3年
试点后，已推动在全市中小学开
展免费课后托管；北京顺义出台
了相应政策，把中小学课后服务
延长到晚上 7点；南京的弹性离
校已经实施了多年。

记者调查中发现，局部改革
起到一定作用，却难以彻底解决

“三点半”放学之苦。比如，某率先
试点的省会城市，几年来课后服
务参与率一直不高，很多家长一

边喊着受不了，一边却又不报名。
家长齐女士对记者说，女儿

小学二年级时，学校通知“家庭
确实接送困难的可课后托管”，
她报名了。然后女儿回来说：“老
师说，只有真的特别困难才能托
管。”她跟别的家长沟通后恍然
大悟。“说白了，老师们认为课后
托管是加班。我们做家长的还是
识趣点，我后来报了个小饭桌负
责接孩子放学，或将孩子送往下
一个培训班。”

警惕三大焦点变雷点

专家认为，当前已进入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
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阶段，改
革大方向是正确的，但仍有三个
焦点问题需关注。

自愿参与还是统一执行
增加在校时间关键在于“统

一”。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

管理学院副研究员王捷认为，自
愿参与很动听，体现对家长和学
生选择权的尊重。但是，校外培
训“过热”背后是奖励勤奋的文
化传统和文凭社会人们对社会
分层的焦虑，大多数家长难免陷
入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非零和
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
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
择），即“如果别人家的孩子在补
习，我家孩子不补就会在升学中
吃亏”。只要存在这种普遍担忧，

“自愿”就会变为“被自愿”或“不
情愿”。

囚徒困境不仅困扰家长。南
京市鼓楼区教育局一位负责人
坦言，当前的教育评价体系下，
学校甚至地区之间都存在升学
竞争的压力，校领导和教师、基
层教育主管部门也担心“如果外
校或外地的孩子在补习，我校或
本地不补，升学率会受到影响”。

财政埋单还是家长承担
专家认为，新增的校内课后

服务属于公共物品，其运营成本
应当主要由政府财政承担，免费
或低价向所有学生提供。中山大
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
授、广州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岳经纶说：“应顺应在线教学趋
势，由学校尽量通过线上课程递
送课后服务以减少成本，同时结
合线下一对一和一对多辅导，以
保证教学效果。”

但也有教育工作者认为，
完全由财政埋单也不现实，应
基于各地已有基础研究更具个
性化的实施方案。例如，广州在
2018年就尝试市场化课后延时
服务，采取多种模式，可学校自
行组织，由学校教职工直接管
理；也可以政府采购的形式，向
第三方社会机构采购服务，学
校负责统筹和监督；或学校与
第三方社会机构合作共同开
展；以及学校统筹街道(社区)、
志愿团体、家长委员会等社会
资源开展。广州校内课后服务
产生的成本由政府、学校、家长
等共同承担。

哪些课该进“加时区”
在现有基础上延长学生的

在校时间，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
新增在校时间里教什么？现有的
课后服务能力应当把重点放在
哪里？对此大多数的教育工作者
和家长都希望，能够增加素质教
育相关课程，而非重走应试教育
老路。

南京晓庄学院心理健康研
究院院长任其平教授说，在过去
的一段时间里，学习负担过重已
经造成了青少年厌学、亲子关系

紧张等心理危机，恢复的在校时
间不能演变为新一轮的补课，课
程设计应当以德、体、美、劳教育
等素质教育课程为主。

避免课后服务
变成“官方补课”

进入“双减”时代，课后延时
服务将有三方面重大转变：从解
决部分家长接学生的困难，到吸
引所有学生参加；从提供看管的
基本服务，到开设丰富的兴趣课
拓展学生素质；从校内减负，到
学校教育提质增效整体减负。

随着大量的校外培训需求
将转回校内，不同家庭众口难
调，给学校的供给能力提出了极
高的要求。

专家提醒，要警惕普遍晚放
学后增加的在校时间，成为部分
学校变相补课之机。

王捷认为，为确保学校在新
增在校时间中实施素质教育，防
止个别学校暗中强化应试，应建
立跨校和跨县区的多方监督委
员会，以解决学校间和县区间的
囚徒困境。监督委员会应由家
长、学校和教育部门等多方组
成，并设立举报制度，严格惩罚
措施。

还有专家建议，推动临近学
校成立课后延时服务联合体，发
挥各校校本课程特长，提供丰富
多彩的服务项目菜单供学生进
行跨校选择。

据《半月谈》

不 用 方 向 盘 就 能 自 由 穿
梭、只靠重心移动就能操控行
驶……随着电动平衡车在“微
出行”领域“横空出世”，“脚踏
风火轮”、畅行数十里的梦想

“照进现实”，外形炫酷的“神
器”近来受到不少年轻人追捧，
电商平台上不少产品销量在 1
万辆以上。

一面是行业兴起欣欣向荣，
而另一面，“神器”也面临着界定
不明、质量难保、虚假宣传等乱
象，不少电动平衡车滑出“合规
区域”、滑向“灰色地带”。陷入

“身份困境”的电动平衡车，究竟
该何去何从？

被动刹车，电动
平衡车不平衡

闲来散心、周边购物……近
年来，轻便易携的电动平衡车频
频“火上热搜”，大有取代众多骑
行工具、在社区周边“称霸”之
势。然而，随着电动平衡车用户
群体不断扩大，不少使用者因违
规上路而造成安全隐患的案例
也闯入人们的视线。

不久前，湖北孝感一女子脚
踏电动平衡车上路时，与一辆电
动自行车追尾相撞，造成道路交
通事故，该女子倒地受伤，经抢
救无效死亡。

电动平衡车事故连连，除了

与使用者不遵守交通规则有关
外，还与平衡车本身“如何平衡”
有很大关系。业内人士李先生说，
在骑普通电动车时，人的手、脚和
臀部都有着落，形成一个较为稳
定的“三角结构”，能够保证用户
充分控制产品。“但电动平衡车与
用户的接触点只有一个或两个，
其本身没有手刹，只能靠陀螺仪
来控制平衡和刹车，完全靠个人
姿态的调整进行控制，出现突发
情况时使用者很难在短短一两秒
时间内及时做出反应。”

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秩
序支队指导大队副大队长蔡霖
峰介绍，近半年以来，天津市公
安交管部门已教育、处罚使用电
动滑板车、电动平衡车等上路行
为近1400起。

“炫酷新秀”为何
成“马路杀手”

在“微出行”领域拥有一众
“粉丝”的电动平衡车，为何屡屡
“栽在”马路上？

——电动平衡车不是“车”。
多位专家表示，现行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颁布较早，并未对电动平衡车
进行明确界定。随着电动平衡车
风靡全国，北京、上海、天津等部
分城市目前已明确规定，电动平
衡车不具备道路行驶权，不应作

为一种交通工具上路使用,但不少
城市还未将其纳入监管范围。

湖北省交通管理局二级警
长柳张盛说，目前电动平衡车的
界定处于“真空”状态。“针对电
动平衡车上路现象，目前没有统
一的惩罚标准，执法人员多按照
滑行工具来处理，主要以劝说、
劝导的方式来制止。”

——行业标准缺失。记者梳
理发现，目前网络上销售的电动
平衡车速度设定不一，部分电动
平衡车设计速度较快，具有一定
风险。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搜索

“电动平衡车”，随机选取 15个
不同品牌的电动平衡车产品统
计发现，其中仅有 1家所售的电
动平衡车最高时速在 10公里以
下，此外有 9家产品最高时速在
10公里-15公里，4家产品最高

时速在 15公里-20公里，还有 1
家产品最高时速可达25公里。

蔡霖峰、柳张盛等表示，不
少电动平衡车的速度已超过自
行车速度、与电动自行车的骑行
速度相仿。

——产品质量堪忧。上海市
市场监管局2020年曾对电动平衡
车质量进行过监督抽查，结果显
示，产品不合格率高达65%。

李先生表示，由于行业仍在
兴起初期，业内企业良莠不齐，
小型“作坊”和企业有以次充好
现象。

规范治理需多方
合力

为了跟上电动平衡车这一

新兴行业领域的发展步伐，在
各类条例规定中帮助其“明确
身份”势在必行。多位受访专家
表示，相比“交通工具”或“儿童
玩具”，将电动平衡车定义为

“场景化的娱乐运动器材”或
“滑行工具”或更加准确。

多位专家表示，销售企业
应该严把质量关，选择正规品
牌厂家进货，并索取同型号同
批次产品的质检报告，不得以

“出行代步神器”“适应各种路
况”等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认
为电动平衡车是交通出行工
具。

专家建议，相关企业在设
计时应充分考虑交通安全因
素。“一方面对骑行里程进行控
制，另一方面，电动平衡车的最
高速度最好控制在每小时 10公
里以内，以免产生危险。”李先
生说。

蔡霖峰等建议，为预防电
动平衡车、电动滑板车上路潜
在的交通事故隐患，各地应进
一步加大治理力度，常态化对
电动滑板车、平衡车等非道路
车辆或者滑行工具上道路行驶
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同时有
针对性地强化交通安全宣传，
重点对交通参与者使用非道路
车辆或滑行工具进行教育劝
导，减少此类车辆违法上路多
发的现状。

据新华社

陷入“身份困境”的电动平衡车——

是“代步神器”还是“马路杀手”

快乐校园快乐校园，，空竹空竹““抖抖””起来起来。。

中小学放学后提供延时服务——

校外培训的“虚火”降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