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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评论
QIANJIANG EVENING NEWS

只 要 家 长 们
端正认识，在
制 订 暑 假 规
划的时候，注
意 兼 顾 学 习
休 息 之 间 的
关系，把握好
度，不过度报
班，自然就不
会 陷 入 恶 补
作业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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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些 说 风 凉
话的，尤其对
老 人 无 端 指
责和咒骂的，
也 劝 你 们 将
心比心。

我 们 会 不 会
容 忍 她 根 据
自 己 不 同 时
期 的 成 长 轨
迹，来调整自
己 的 理 想 ？
如 果 真 有 这
么一天，我们
应 当 持 宽 容
态度。

据新京报报道，高考总分 676 分的湖南留

守女孩钟芳蓉，今天即将到北大考古专业报

到。8月31日，钟芳蓉与一名同样被北大录取

的高中同学一同前往北京。

在高考成绩出来之后,清华和北大争抢钟

芳蓉，她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北大“冷门”专业：

考古。很多网友炸了锅，认为这是浪费考分，

纷纷教育她：“孩子，还是选一个好就业、赚钱

多的专业改变家族命运吧？”甚至有的因此抨

击女孩的成长环境：“一个小地方的留守儿

童，啥都不知道，真的会乱填志愿。”

的确，钟芳蓉选择考古专业只用了几分

钟，但那不是乱填的，那是她一直以来的理

想。理想不能以金钱来衡量。

作为一个农村留守儿童，钟芳蓉能健康

成长、考上名校，选择自己理想的专业，非常

难得。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虽然培养了他

们坚韧的个性，但很多方面比别人起点要

低，比如，缺少足够的物质条件去开阔眼界，

了解这个世界。在钟芳蓉们终日埋头苦学

时，城里孩子在父母的引领下周游四海，增

加阅历，为未来人生带来了更多元的可能

性。

那么，随着钟芳蓉走进大城市，接触到更

多的社会现实和新领域，会不会产生其他专

业选择呢？这是非常有可能也是自然而然的

事。

可是，如今她就是想在大学转专业都不

现实了。自从钟芳蓉报考考古专业的消息传

出来后，钟芳蓉成为考古圈名副其实的“团

宠”，许多媒体尤其是一些自媒体的狂轰滥炸

更使她成为了名人。社会各界的关注，已经

把她抬到无法转身的高度。有句老话怎么说

的，人怕出名猪怕壮。

媒体也报道过同样是留守儿童、同样考

进北大的刘勇。报考时，他觉得兴趣最重要，

但读了大学发现“还是需要一些经济基础”，

如果做研究，可能一辈子也买不起北京一套

房。上大学后，他发现处处都需要表达和社

交这个“核心能力”，人缘好也能带来便利，但

是留守儿童的经历，让他对于表达、社交这一

块非常薄弱。特别是做博士后，直接去找工

作很容易碰壁，有熟人推荐就会好很多。他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摇摆，犹豫是否继续从事

科研。

我不知道钟芳蓉以后会不会有类似刘勇

这样的彷徨与纠结，我丝毫不怀疑这个优秀

的孩子不会不遵循内心的选择。我担心的

是，我们会不会容忍她根据自己不同时期的

成长轨迹，来调整自己的理想？如果真有这

么一天，我们应当持宽容态度。

当然，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推测，因为钟

芳蓉一直坚定表示要以樊锦诗为榜样，如此

是她的幸事，也是考古界的幸事。但愿钟芳

蓉跟其他孩子一样拥有诗与远方，健康快乐

自信地成长。遵从内心的选择，永远是她的

权利。

选择北大考古专业的钟芳蓉，赞美之下也需宽容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江女

士上周有点烦——学校布置的暑假作业，孩

子还有一半没完成。怎么办？没办法，只能

赶紧补。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最近不少孩

子都在做同一件事：拼命补暑假作业。有家

长为此动了肝火。

很多人是“过来人”，都经历过暑假最后

一周的“作业赛跑”。但是，同样是恶补作业，

其引发的具体原因今非昔比。

当年临近开学才补作业，大多是因为孩

子贪玩加上家长没重视，而现在却很少是因

为“拖延症”所致，基本要归因于孩子的假期

实在有点“忙”。

以江女士为例，她的孩子在暑假里的日

常安排就很有代表性——上午线下英语课和

钢琴课，下午线下数学课和作文班，连上课

加路上的时间，白天基本就过去了。晚上还

有一小时的网课。如此一天下来，可以想象

孩子还有多少时间来完成学校布置的暑假作

业呢？家长一边心疼孩子，一边却想着“大

家都在上补习班、兴趣班，我们不上，一开学

是不是就要落后了”。在家长这样的矛盾心

态下，“不是补课就是在去补课的路上”，就

成了众多孩子暑期生活的写照。即便被家长

带出去旅游，也常常被异化成换个地方上网

课。

两个月左右的暑假，确实需要好好计划

安排。除了学校布置的作业，根据孩子的情

况，增添一些有针对性的兴趣班，当然无可厚

非。但是，让孩子忙到连做暑假作业的时间

都受到严重影响，不得不集中在短时间内来

完成“攻坚战”，未免有些得不偿失了。

首先，学校布置的暑假作业已经充分考

虑到学生的各种情况，尽可能兼顾学业提升

和素养实践。如果把外面的培训班当做正

餐，视学校布置的作业为点心，似乎有些本末

倒置。

其次，匆匆忙忙地恶补作业，极易引发家

庭矛盾。孩子一肚子怨气，爸爸妈妈心里也

窝着一团火，父母和子女之间自然极易爆发

冲突。除了父母和孩子置气，爷爷奶奶辈也

常常跟孩子的父母置气。照顾孩子饮食起居

的老人家们，有“隔代宠”的心理，看不下孩子

如此受“折磨”，难免跟年轻的爸爸妈妈们起

争执。为了一点暑假作业闹出家庭矛盾，有

这个必要吗？

补作业到深夜十一二点，一晚上要写好

几篇作文，补作业补到哭⋯⋯不让孩子们如

此赶作业有这么难吗？这些年复一年不断

重演的现象，其实并非无解。只要家长们端

正认识，在制订暑假规划的时候，注意兼顾

学习休息之间的关系，把握好度，不过度报

班，自然就不会陷入恶补作业的窘境。如果

真的因为种种原因而难以完成暑假作业，不

妨坦然向老师解释，相信会获得老师的谅

解。

为了完成作业而完成作业，是学习之大

忌。与其匆匆忙忙逼出质量不高的作业，搞

得孩子十分疲惫乃至濒临崩溃，不如怀着一

份好心情迎接新学期。

恶补暑假作业，错在把培训班当正餐

8月29日上午，山西临汾市襄汾县一饭店

发生坍塌，夺走了 29 条生命。据红星新闻报

道，事发当天，一李姓老人在饭店举办寿宴，

因为在院子里听戏，侥幸逃过一劫，而包括李

姓老人老伴在内的多名亲友都不幸遇难。

许多网友纷纷对李大爷的不幸遭遇表达

同情。然而，也有一些人对这位痛失亲人的

老人横加指责，比如，“如果老人不叫这29人，

这 29 人也不会死”“明明是这老人的错，如果

这老人不去过生日不就没有这回事了吗？”

这样的指责充满了恶意。29 人不幸罹

难，确令人痛惜，但责任并不在老人，他也是

受害者。饭店的坍塌，并不会因为老人的不

同选择而改变，当天就算老人不去饭店祝寿，

饭店也会坍塌，只不过遭遇不幸的是其他的

顾客而已。

一天之内痛失多名亲友，从“天堂”跌到

“地狱”，已倍受打击，还要遭此刻薄责备，是

不是非常无辜？

要说责任，这家饭店的经营者首先难逃其

责。据媒体报道，涉事饭店可能是违建，十多年来

曾加盖、扩建五六次。如果情况属实，这就不是一

起普通的意外，而是一起性质严重的安全事故。

所以，最该责问的是饭店为什么说塌就塌，十多年

间多次加盖、扩建，程序上合规合法吗？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这种极端的言行

相比而言还是少数，但因为它们足够“刺眼”，

足够吸人眼球，总是让人看到之后如鲠在咽。

这些年，随着社交网络的日益发达，类似

情况出现不少。比如，一些人为了博取关注，

就歪曲事实，明明是妈妈拉着两个女儿去医

院拿药，却被说成是“姐姐不惜与丈夫离婚也

要抚养去世弟弟的孩子”的“励志悲剧”；比

如，孩子丢失，有人不关心亲属的悲痛，而是

“深挖”孩子父母的所谓感情细节，试图寻找

到所谓阴谋，最后逼得孩子的家人在承受悲

痛的同时，不得不出来自证清白。

同样的，在这起惨剧中，除了上述无端指

责老人不是的言论之外，还有一些自媒体不

顾老人的悲痛，对老人“穷追猛打”，不断在老

人的伤口处撒盐。

老人本想办喜事却办成了丧事，相信有

关部门会对事故责任深究到底，给受害者一

个交代。那些说风凉话的，尤其对老人无端

指责和咒骂的，也劝你们将心比心。

老人过寿何错之有，网络暴力何时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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