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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网报道，今年剑桥英语 KET/PET

考试即将拉开帷幕，报名越来越难的同时，上

海不少培训机构却纷纷宣称，可以高价锁定

考位，原先只要 500 元的报名费，现在要花上

4000 元左右，溢价了七八倍。某教育机构宣

称，200 个考位中，自己占到了 167 个，可以锁

定八成以上考位。

剑桥英语 KET/PET 考试“一位难求”，通

过培训机构、黄牛，报名费翻几番，其实前几

年就已经出现过这种现象，中国之声在 2019

年就曾曝光过。剑桥英语考试“天价”考位乱

象，不仅加重了学生家庭考试经济负担，而且

助推了英语课外培训热，还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剑桥英语考试的公平、公正。

剑桥英语 KET/PET 考试出现“天价”考

位，从表面上看，是剑桥英语考试提供的考位

数量太少，满足不了考生需求。剑桥英语考

试在全国 20 多个省市区总共设置了 36 个考

点，在上海市只设置了 1 个考点，只有区区

1000 多个考位，而上海中小学在校学生人数

达到了 100 万人。但是，出现此乱象的根本原

因，是奥数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升学与入学的

依据被终结之后，剑桥英语考试逐渐成为家

长们争相追捧的“名校敲门砖”，直接导致剑

桥英语考试火爆，尤其在上海等大城市。

要终结剑桥英语考试“天价”考位现象，

应严格规范剑桥英语考试，禁止采取这种带

有饥饿营销的考试模式，并铲除培训机构、

黄牛操作考位的空间。剑桥英语考试的考

位要按需设置，根据实际报名人数安排考位

数量或增加考位数量，满足考生对考位的需

求，而不是先设置考位数量再让学生去抢考

位。而治本之策，则要给包括剑桥英语考试

在内的校外考试泼泼冷水，彻底铲除社会培

训机构、黄牛操作考位的土壤，这才是最关

键的。

这就需要中小学在招生入学上严格执行

教育部的相关政策，不得将剑桥英语考试成

绩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升学与入学的依据，将

其与中小学升学、入学彻底脱钩。实际上，中

共中央、国务院 2019 年印发的《关于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和教育部近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政策

都规定，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

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不得以面试、评测

等名义选拔学生。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

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学校同步招生；对

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实行电脑随机录

取。

另外，还要规范剑桥英语考试的宣传方

式，不应贩卖教育焦虑。对虚假宣传、炒作或

雇人炒作剑桥英语考试证书在“小升初”中有

作用的培训机构、官方合作考点，必须予以严

惩，有必要时给予“一次性死亡”的处罚。

终结“天价”考位乱象，靠治理黄牛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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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钱江晚报·小时新闻“社区小店生

存启示录”系列报道，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到

现在，这个系列报道已经讲述了近 10 个小店

店主的故事。根据店主们的建议，钱江晚报·
小时新闻还建立了“小时帮你开小店”的微信

群，建群初衷是抱团分享，帮助小店。

众所周知，过去一年，生活的酸甜苦辣被

疫情放大，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备感煎熬，尤

其是那些小微企业、社区小店的生存发展陷

入困境。看完“社区小店生存启示录”系列报

道，对店主们的不容易有了更深刻的感触。

比如，有店主在杭州坚持了 8 年，最终在

去年决定关了早餐店，回老家；1997 年出生的

小伙子，疫情平息后开始摆摊卖花，每天晚上

十一二点才到家⋯⋯

这些社区小店的生存，有艰辛，有落寞。

但我们也看到，艰辛与落寞并不是全部，很多

店主的内心还有一份赤诚与坚守。

他们中有的人放弃银行行长的职位，在

社区里开面包店；有的人由心理咨询师改行

卖早餐⋯⋯这是为什么？只为遵从自己的本

心，做自己感兴趣乃至热爱的事情。这份赤

诚，一览无遗。

至于坚守，相关案例也不少见。59 岁杭

州大姐做小区团购，从零起步，一步一个脚

印，越做越火，现在一天营收 5000 元；一个洗

衣店店主，上团购网站做活动，只为能活下来

⋯⋯“你比生活刚一点，你就赢了”“生意不好

的时候，要主动出击，多想想办法”，店主们的

切身感受，给很多开店创业的人以启迪。

这些社区小店，连接着社区居民，连接着

无数个体的生活。关注社区小店的生存发展

境况，实质上是民生视角，极具民生情怀。

对社区小店进行舆论聚焦，还建立相关

微信群，一方面增加了社区小店的曝光度，相

当于帮他们打了免费广告，另一方面有利于

集思广益，整合社会资源，为社区小店的生存

发展出谋划策。

当然，所谓帮助，并不是简单地给社区小

店拉生意，也不能违背市场规律盲目扶持，而

是要想方设法让社区小店脱离生存困境，实

现良性健康的发展。

要实现这一目标，自然少不了政府层面在

减税补贴方面的合理扶持，也少不了社会层面

的资源扶持。更重要的，是要引导社区小店适

应新时代，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完善社区消费

生态，不断追求智能化、便捷化、特色化，成为

受居民普遍欢迎的商业业态一分子。

社区小店虽小，却牵动着社会民生社区小店虽小，却牵动着社会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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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陈江 当下，到底有多少人愿意为越剧演出买

单？随着 3 月 27 日越剧艺术诞辰 115 周年纪

念日的临近，三次梅花奖得主、著名越剧表演

艺术家茅威涛有了心事。

“我是越剧演员茅威涛。我从未想过会

以这样的形式与大家说话，也从未想过以越

剧驻场为模式的剧场经营会如此举步维艰

⋯⋯”3 月 22 日深夜，茅威涛在“百越蝴蝶剧

场”公众号上发表长文，分享了自己与西湖边

的蝴蝶剧场的故事，讲述了身为艺术家从剧团

管理者直至剧场经营者一路走来的诸多艰辛：

从怀着女儿为剧场奔走，到落成时女儿已上大

学；面对市场，越剧演出剧场捉襟见肘⋯⋯为

了办好 115 周年盛大汇演，她从几天前单向街

书店的求助信想到了越剧，既然书店可以众

筹，那么越剧呢？于是决定在常规购票渠道

之外，推出一套“蝴蝶艺术卡”。这是要用“众

筹”方式来进行越剧演出吗？

如此说来，茅威涛玩起了新花样。她想

借此实现越剧驻场演出的新模式，走出困局，

让更多的年轻人喜爱上越剧表演。

可以说，今天茅威涛与越剧面临的挑战，

也是所有传统戏曲共同的困境。

毋庸讳言，随着新兴媒体的发展和娱乐

方式的日趋多元化，传统戏曲遭遇了前所未

有的冲击：观众数量急剧减少，演出市场日渐

萎缩。相关调查显示，中国戏曲观众老龄化

现象明显，50 岁以下年龄层基本不看传统戏

曲演出。年轻人的日常消遣更多是短视频、

网络剧、综艺节目等大众娱乐方式。随着观

众的流失，戏曲专业人才纷纷另谋出路，一些

经营差的院团陆续解散，能维持下去的也是

困难重重。

有观众才有市场，传统戏曲文化面临空

前的挑战。在现实中，一些艺术家不得不为

经费而妥协，极大地影响了创作演出效果，造

成戏曲的恶性循环。如何找回市场？在矛盾

和挣扎中，传统文化界以观众的需求为努力

方向，一直在寻找艺术与商业的融合。

时至今日，原本属于商业领域的众筹概

念，被频频引入文艺界。事实上，以众筹的

形式吸纳社会资本，在传统戏曲领域不算是

新鲜事。就拿越剧来说，2017 年，浙江大学

社团就众筹成功演出了越剧《花中君子》，传

为美谈。近年来，“高贵”的京剧、“优雅”的

评弹等传统戏曲也引入众筹方式，开拓演出

市场。传统戏曲在新商业模式中扩大了自身

的影响力，唤起了一些年轻观众对古老剧种

的兴趣。

众筹传统戏曲，与其说是创新融资形式，

还不如说是为了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和年轻群

体来关心传统剧种。大胆试，大胆闯，这是传

统戏曲名家肩负的责任。如此一来，古老的

艺术种类会更接地气，就有了复兴的可能性。

传统戏曲众筹，能否“筹”来更多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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