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僵尸”自行车变花篮
装点社区

近日， 在北京长椿街社区内的绿地上， 出现
了新的景观设置： 一辆辆 “僵尸” 自行车被重新
喷漆后摆出了各种造型， 车筐和车后架上还摆放
着各式的装饰花。

点评： 僵尸自行车变废为宝， 又为社区添了
艺术范儿， 希望这种好做法能推广下去。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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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一家住30亩森林
保护上万只珍贵鸟儿

■本期点评 博雅

干着“全日制”的活
背着“钟点工”的名

微店出售的进口减肥药
贴个英文标签涨价40倍

成都90后的四川妹子廖凡， 一直很不理解
爸爸， 因为他总是满身泥泞的种树、 捡垃圾。 廖
爸热爱自然，坚持种树20年，造出一片森林，引来
上万鹭鸟。 不想看到鸟总是被猎捕，2015年，廖爸
靠捡建筑废料， 花2年在林中盖了400㎡的房子，
带着全家搬进森林， 守护鹭鸟。

点评： 护鸟者已经付出了真诚， 猎捕者难道
不应该金盆洗手吗？

福建漳州， 95岁的黄韩林是一名退休教师。
他默默捐款36年， 资助300多名学生。 老人每月
退休金4000元， 但连瓶矿泉水都不舍得买， 省
下的钱都用来行善。

点评： 总有一些人一些事让我们汗颜， 他们
是社会的榜样， 书写着正能量。

近年来， 一些企业打擦边球， 聘请 “钟点
工” 干全日制员工的活儿。 这些工种涉及保洁
员、 促销员、 婚庆员等等。 这样的用工方式让他
们被辞退得不到赔偿， 时薪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

点评： 建议对于用合法手段来掩盖非法目的
的企业， 应当明确处罚手段。

日前， 浙江嘉兴警方接到了一个姑娘的报
警， 说是吃了在微信上买的减肥药， 好像人不太
对， 心悸甚至昏厥过。 警方调查发现， 减肥药含
有盐酸西布曲明， 服用后对人体有很大伤害。 民
警经过侦查， 这些减肥药的团伙进价只有2元一
粒， 贴上英文标签后， 就可以卖到80元一粒。

点评： 微商， 一股不可小觑的 “队伍”。 除
了依靠个人良心约束， 更要依靠法律管理。

95岁老人低调助学36年
资助300余人

□李婧

老师群里晒成绩引争议
不如让孩子向家长告知

近日， 渝中区一位五年级英语老师在班级群
里晒出了全班同学的成绩单。 想不到却引起了部
分家长的不满。 有家长吐槽说： “老师， 你就不
考虑一下考得不好同学的感受吗？” 有家长抱怨：
“老师， 你让家长情何以堪， 每个孩子学习情况
不一样， 把孩子的成绩排在一起不是助长攀比
吗？” 还有家长质疑评分标准， “为什么期末考
试考得好， 成绩反而不高， 这公平吗？” 对于家
长的 “较真”， 让英语老师惊恐又无语。

由此， 笔者想起20多年前自己上学时的情
况。 那个年代， 老师有着绝对的权威。 笔者清晰
地记得， 有家长当着孩子的面跟老师说， “以后
这孩子有什么错， 您该打就打该骂就骂。” 虽然，
此后笔者也没见到这个孩子被老师打骂， 但从此
可以看到老师和家长之间的信任。 而且， 那个年
代没有便利的通讯， 安装电话的家庭都不多。 家
庭作业是写在黑板上的， 由孩子自己抄下来回家
写。 考完试， 都是学生拿着卷子找家长签字去，
现在却是老师在微信群里公布。

通讯的发达 ， 向教育机构提出了新的挑
战———班级群里公开成绩好不好？ 孩子自己能做
的事是不是让他们自己做？ 笔者倒觉得， 学习一
下20年前的做法未尝不可。

首先， 能让孩子做的事儿， 老师少麻烦家
长。 孩子能记住自己的家庭作业， 就不要在群里
发给家长， 好像老师不仅给孩子布置了作业， 还
给家长布置了督促写作业的工作。 其实， 写作业
从一开始就是学生自己的事儿， 什么时候演变成
家长的事儿了？ 安排作业和检查作业是教师的工
作， 什么时候变成家长的活了？

其次， 能少用 “群” 交流的方式就少用。 微
信群是个方便的交流工具， 然而它改变了我们太
多的生活。 老师动辄在群里发布成绩排名， 家长
脸上肯定挂不住。 更重要的是， 某些家长会告诉
孩子 “某某考得不如你， 加油！” 孩子会转述到
班级里， 令成绩不好的小朋友受伤。 这事儿建议
“私聊”。 另外， 也让孩子自己知道， 自己告诉家
长成绩。 考砸了， 掏出卷子这个动作是需要勇气
的， 下一次就得努力了。 如果家长知道成绩比孩
子知道的还早， 孩子怎么想呢？

另外， 家长请相信老师。 现在有关教育的负
面新闻严重地影响了家长对老师的信任。 其实，
大部分老师都想自己的学生成绩优异， 偶尔对孩
子有意见都是 “恨铁不成钢”。 家长遇事最好能
与老师私下沟通， 而不是当面质疑。 您要面子，
人家老师就不要？

20多年前， 我们还都是孩子。 那时候没有手
机、 没有微信， 从某些方面看， 那时候真是个幸
福的年代。 孩子才是学校和家长的纽带， 那个时
候孩子才是学习的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