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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 月 7 日央视新闻报道，日

前，教育部印发修订版《中小学生

学籍管理办法》，包括学籍建立与

更新、学籍变动管理、保障措施等

五章。《办法》突出教育公平，对跨

省转学、省内转学等学籍变动条

件进一步做了细化规范，明确规

定：凡在依法依规设立学校就读

的学生均须建立学籍；严肃、及时

处理检查中发现的人籍分离、空

挂学籍等问题。

作 为 学 生 在 教 育 体 系 中 的

“身份证”，学籍是教育管理的基

础，除了记录学生的学习进程、成

绩和学业评价等信息，它还是发

放免费教科书、学生资助资金结

算、发放学生营养膳食资金补助

等工作的重要依据，也是学生报

名参加中考、高考的重要审核依

据 。 故 弄 错 学 籍 ，相 当 于“ 黑

户”。我国学籍管理实行一人一

号、人籍一致（即学生本人就读的

学校和学籍管理的学校一直为同

一所学校）、籍随人走、终身不变。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地

方和学校被曝出存在学籍空挂、

人籍分离等问题。例如“花钱买文凭”。学生

不用到校上课考试，学籍挂满三年就能获得毕

业证，毕业证可用于就业升学。而相关机构、

中职学校则从中牟利。再如“高考移民”。平

时在教育资源优质地区上学，高考时则“空降”

到教育薄弱地区、“高考分数洼地”。还有，一

些优质学校以优惠条件掐尖招生，导致学生学

籍“空挂”在原就读学校。教育公平是最大的

公平。无论哪种空挂学籍的情形，都在无形中

破坏教育公平，践踏教育尊严，直接影响到其

他学子的升学就业权益。

由此观之，教育部修订印发相关办法，进

一步细化规范学籍管理，大有必要。具体而言，

新规将学籍核准纳入学校的动态监管，压实了

学校的行政责任，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违反

新办法的各类人员还明确了处理办法。值得一

提的是，新规突出学籍信息管理安全，要求各级

管理人员严格遵守数据使用规则，严防学籍数

据泄露，严防其他应用系统违规采集学生信

息。这些创新举措是对公众关切的及时回应，

旨在通过规范学籍管理，进一步提高基础教育

管理水平，进一步促进与保障教育公平。

当然，修订印发相关办法只是第一步，要

实现预期目标，还有赖于各地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从人本角度出发，将相关规定充分落实到位；

以新办法的发布为契机，对所有学校的学籍管

理进行排查；常态化加强学籍管理，防堵一切漏

洞；从严治理违规行为，维护绝大多数学生的权

益。广大家长也应自觉遵守相关政策，维护社

会公平，空挂学籍如果“鸡飞蛋打”，最终损害的

还是自己孩子的利益。 来源：工人日报

据报道，某地针对形式主义加重基

层负担问题提出一系列减负措施，其中

要求“严禁在考察考核、监督检查、起草

文件等工作中，以各种理由要求地方单

位起草初稿”，引发关注。

起草报告、文件，是一项政策性、思

想性和业务性都很强的工作，必须严肃

认真对待。出于工作需要，上级机关起

草一些文件，常常需要基层参与，便于更

好倾听一线声音，吸收借鉴经验做法。

但要看到，写作广泛征求意见，“主

笔”角色不能错位。实际工作中，个别

地方将“主笔”变成找人“代笔”，让基层

“拿初稿”。有的监督检查后，指定下级

单位汇总材料；有的在调查研究中，让

基层干部“代想”问题、“代找”素材、“代

写”报告，甚至反复提出修改要求；有的

以不熟悉情况等为理由，让下属单位提

供领导检查工作的讲话初稿。

基层工作任务繁重。本该上级机关

撰写的材料，却转嫁给基层，基层干部

“不得不接”，耗费了抓落实、服务群众的

时间，增加了负担。针对图省事摊派任

务等官僚主义现象，必须从严予以整治。

从上级机关抓起，以作风实带动文

风清。不管是起草报告，还是撰写文

件，必须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为解决问

题、改进工作带来切实帮助。要从一文

一会抓起、一人一事改起，真正把情况

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让公文

“短实新”、真管用。领导干部应带好

头，既迈开腿调研，深入基层了解情况、

听取意见，更沉下心思考，亲自动手起

草讲话报告，切实发挥表率作用。

额外负担减下来，减出的是基层干

部的获得感、精气神。把为基层减负落

到实处，基层干部才有更多时间和精力

干惠民利民的实事。纪检监察机关应

紧盯加重基层负担种种现象，深化整治

文山会海、督检考过多过频、任务层层

加码、过度留痕等问题，推动把“应减之

负”减下去，把“应尽之责”担起来，使党

员干部更好担当尽责、为民造福。

来源：人民日报

为基层干部减掉“初稿负担”
张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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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刚刚过去，中国消费者协

会发布 2025 年春节消费维权分析，

点名“两个菜要价 844 元”事件损害

消费者利益。春节期间，某些商家

价格暴涨、硬件服务缩水、侵害消

费者权益受到各方诟病。中消协建

议 ，各 地 相 关 部 门 发 布 消 费 提 示

时，可发布“消费风险地图”。这对

于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商家起到了警

醒 作 用 ，而 对 于 消 费 者 则 是 好 消

息。在“消费风险地图”上，无良商

家将无处藏身。

据悉，春节期间，张家界“土家

园”饭店联手出租车司机揽客，两

个菜要价 844 元，价格远高于市场

平均水平。中消协认为这种行为不

仅损害了消费者的经济利益，还破

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虽然消

费市场逢节必涨是供需矛盾下的正

常现象，但涨价应在合理范围，“宰

客”不能被容忍。春节期间本是家

人 团 聚 出 游 、共 享 天 伦 之 乐 的 时

刻，这些商家的“宰客”行为却让消

费者寒了心。

节假日作为重要的消费节点，

对于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具有

重要作用。然而，少数商家侵害消

费者权益的行为不仅会扰乱市场秩

序，更会挫伤消费者的消费热情，

最终影响到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于

这类行为，必须采取果断措施，严

加治理。

在 此 背 景 下 ，中 消 协 提 出 的

“消费风险地图”，无疑为解决这一

问题提供了新思路。“消费风险地

图”标注出那些存在消费风险的商

家，让消费者在消费前能够做出明

智的选择，避免“踩坑”，同时也能

够向广大消费者传递消费热点区

域的信息，引导理性消费。更重要

的是，它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那

些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牟取暴利的

无良商家，对他们起到了舆论监督

作 用 ，迫 使 他 们 收 敛 行 为 ，合 规

经营。

“消费风险地图”的推出，也是

规范消费市场、激发消费潜力的有

益尝试和创新。它利用信息化手段

提高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效率和精

准度，也为监管部门提供了更为直

接、有效的监管工具。在当前消费

升级的大背景下，消费领域的创新

不仅要体现在产品和服务上，更要

体现在消费环境的优化和消费权益

的保护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激

发消费者的消费热情，促进消费市

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消费风险地图”的推出，是推

动节假日消费的有益尝试，也是对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积极创新。只有

构建公平、透明、健康的消费环境，

才能让每一个消费者快乐、放心消

费。 来源：消费日报

眼下，中小学生正热火朝天赶

着寒假作业，但一场由 AI 引发的教

育焦虑正在悄然蔓延。

媒体报道，有家长发现，孩子

在偷偷用 AI 工具完成寒假作业。

有家长表示，“前几天我查看儿子

的作文本时，发现里面有两篇作文

不像是我儿子能写出来的，就问他

怎么回事，他承认是 Deepseek 写的，

他照抄了下来。”

春节假期期间，Deepseek 在媒

体上被大范围讨论，而关于其使用

方法也由各大博主进行了普及。作

为互联网原住民的这一代人，接受

起新鲜事物来更没有门槛，用人工

智能工具来完成令人挠头的寒假作

业似乎就成为顺理成章的选择。但

当人工智能以“解题神器”的姿态

渗透进基础教育，教育者与家长不

得不面对一个尖锐的命题：当作业

本成为人机博弈的战场，教育究竟

是培养解题机器，还是具有独立思

考能力的人？

粗暴禁止绝非良策。当前家

庭教育普遍陷入手机“争夺战”的

困境，这种管控思维存在深层矛盾

——正如中学严防早恋与大学催婚

的悖论，爱的能力从未被纳入教育

议程。面对 AI 浪潮，若在校时全面

禁止接触，毕业后却要直面其如水

电网般的基础设施属性，无疑是教

育视角的严重错位。人工智能素养

理应成为数字时代的生存技能，如

同穿衣吃饭般融入基础教育。

但随之而来的是，当 AI 可以轻

松通过初级的“作业测试”，压力便

给到了“出题者们”。过去需要查阅

几天资料的社会实践报告，现在只

需要向 AI 描述选题框架；曾经绞尽

脑汁的英语作文，转眼就能生成地

道表达。AI 工具的普及正在重塑作

业场景的底层逻辑，但这场技术平

权带来的效率革命，却意外暴露了

传统作业设计的脆弱性：重复率过

高的抄写作业、套路化的命题作文、

脱离现实的应用题。教育正从知识

的复现转向思维建构，从标准答案

走向问题生成，锚定“提出AI解答不

了的问题”才能体现高质量作业的

价值，培养机器无法替代的心智能

力将成为未来教育的主要任务。

站在智能时代的门槛上，寒假

作业的 AI 化是对教育敲响的一记

警钟。当雅思贝尔斯“教育的本质

是唤醒”的论断遭遇 AI 挑战，或许

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唤醒”的对象

——不再是知识的容器，而是那种

敢于质疑标准答案的勇气、在混沌

中寻找意义的执着，以及用不完美

的表达传递真情实感的尝试。未来

的教育现场，或许不再有整齐划一

的作业本，但那些涂改的痕迹、稚

嫩的质疑与出人意料的“错误”，才

是最动人的光芒。 来源：光明网

让“消费风险地图”为消费者导航
肖睿平

寒假作业AI化，是对教育的一记警钟
光明网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