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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官网公布了《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

理年”行动的通知》，明确了“三项规范整治重点”和“十二条

负面清单”，要求重点规范整治安全底线失守、日常管理失

序和师德师风失范等三方面问题，包括以各种方式挤占学

生“课间十分钟”休息、利用节假日寒暑假组织学生集体补

课、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组织以选拔生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

等。

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在片面的教育价值观诱

导下，一些地方的基础教育管理出现了育人方向偏差、制度

不健全、规范乏力、管理失序等状况。这些乱象导致基础教

育出现严重的“内卷”，广大师生陷入恶性竞争，加班加点，身

心疲惫，苦不堪言，破坏了良好的教育生态。长此以往，不仅

师生的身心健康得不到保障，创新人才的培养更是无从谈

起，严重阻碍教育强国的建设，亟待进行整治和规范。

十二条“严禁”虽然不是新政策，而是对底线的重申，但

依然引发舆论热议。实施清单管理可为学校办学治校立标

尺、明规矩，有效推动办学治校循规律、守规则。教育部要

求各地即日起启动实施，完善细化好负面清单，全面自查整

改，还将通过跨市县交叉调研、责任督学进校、专业力量视

导等方式，进一步推动落实规范管理要求。这一系列配套

举措彰显了教育部推进规范管理的决心和态度。

必须看到，清理整治各种功利化短视化教育行为，还必

须进一步动真格出实招。

众所周知，教育评价是整个教育发展的“牛鼻子”，有什

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一些地方依

然热衷于用升学率来考核学校，学校当然也用分数来说

话。另一方面，社会评价或许是更难打破的藩篱。这种社

会固有评价体系如何破局，值得深思。

此外，加班加点和节假日补课等教育乱象之所以屡禁

不绝，问责追责不力难辞其咎。要想令行禁止，必须强化对

教育部门和中小学幼儿园的问责制度。对学校办学行为监

督管理不力、履职尽责不到位的，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应予以

严格督办问责；中小学幼儿园有违法违规办学行为，要依法

依规惩处，并对责任主体严肃追责。

基础教育规范管理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程，很难

一蹴而就，需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才能构建起良好的长

效机制，可谓任重而道远。

“十二条负面清单”
真正落实得有实招

必须看到，清
理 整 治 各 种
功 利 化 短 视
化教育行为，
还 必 须 进 一
步 动 真 格 出
实 招 。 久 久
为功，才能构
建 起 良 好 的
长效机制。

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1002 班，以其独特的班级文化和卓越的

学业成绩，赢得了“不扫兴”的美名。全班

18 人 100%升学，每门考试 100%一次通过，

集体活动 100%到场，这一连串耀眼的“百分

百”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探寻之下，这个班级的成功秘诀并非单

兵作战，而是团队协作与个人努力相得益彰

的结果。在这个班级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火种，燃烧着自己的同时，也点亮了周围人

的希望之光。一个人带动一个寝室，几个寝

室再带动整个班，这种链式反应不仅激发了

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更在无形中塑造了一种

积极向上的班级文化。

这种班级文化的形成离不开“独行快，

众行远”的理念。在快速变化的时代背景

下，个人的能力和速度固然重要，但团队的

力量和合作的精神同样不可或缺。一个人

走得快，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这个班级

的成员们深谙此道。于海旭同学看到全国

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的通知后，拉上 2 名室

友一起报名，因为“自己参赛没什么信心”。

室友们在一起互相鼓励、互相监督，最终他

们拿下了全国一等奖。

班里的同学不仅在学业上相互扶持、共

同进步，更在集体活动中相互鼓励、携手前

行。考试周里，班委们会默默在每个同学的

书桌前放上一杯奶茶；学期结束，还会给每

人“定制”一张奖状；一个人过生日，总有整

个班级一起庆祝；集体活动再远，都会有人

千方百计到场⋯⋯每个人都会尽自己最大

的努力，为集体的荣誉和利益而甘愿默默奉

献。

细究不难发现，这种由点到面、由小及

大的影响力，建立在班级同学间深厚友谊和

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因为深知每个人的

成长和进步都离不开他者的支撑，所以每个

人都是对方的“捧场王”：在对方取得成就

时，毫不吝啬地给予赞美和鼓励；在对方遇

到困难时，又能够伸出援手，提供帮助。而

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正能量的传递，形成

了他们班的独门秘笈。

“不扫兴”班级的成功，是“独行快”迈向

“众行远”的成功，也是一种教育理念和培养

模式的成功。

在当下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不扫

兴”班级的故事展示了一条新的路径：一个

人的成功并不是最后的成功，一个团队的

成功才是更大的成功。这种成功或许不能

简单复制，但足以让人感受到它的美好与

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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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杭州警方侦破了一起民营企业内部腐败案件。

王某是某电商平台基础岗位的一名运营人员，他在短短一年

的时间，伙同多人共同收受贿赂高达 1.3 亿余元，其中他一个

人的受贿金额就达9200多万元。

说起腐败，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那些“贪官污吏”，

但如今，社会商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但凡有经

营、有交易活动和行为的地方，都有可能滋生腐败现象。

民营企业也不例外。不要以为民企内部的腐败只是企

业的私事，与社会公众无关。同样是腐败行为，就一样会有

受害者，而且腐败造成的伤害，也会在社会层面传导，也会刺

痛社会公共利益。

以该案为例，这位运营人员依靠审批店铺的权限，将审批做

成了一门“生意”，受贿超9200万元。商家给他行贿的这些钱，从

哪出呢？最后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大概率是消费者买单。

再者，这些不符合条件的商家被这位运营人员给“放”了

进来，损害了其他合法经营、依规入驻平台商家们的利益，形

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状况，同时，也让平台的品牌和形象蒙

羞。当这些“走后门”商家的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无法保障

时，损害的自然还有消费者。这样的非法行为也扰乱了正常

的市场经济秩序。

该案告诉和提醒我们，民营企业也不乏“小位大贪”，严

重性和危害性同样不容小觑。虽然这些员工没有身居要职，

但只要掌握了一项关乎他人利益的权力，贪腐就有发生的可

能性，蛀虫就可能会出现，这尤其需要民营企业警惕。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让民营企业放心大胆干，实现更健

康良性的发展，既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也离不开一

个透明规范清朗的内部环境。整治民营企业内部腐败，既关

系着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也关系着社会的营商环境。反腐

惩恶，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同样也适用于

民营企业。

在具体操作层面，需要“内外合击”整治腐败。在外部层

面，要依法加大对民营企业内部人员腐败行为的惩处力度，

也是司法机关正在做的事。在内部层面，要建立健全对重点

环节和人员的监督机制，用大数据等先进的科技手段构建系

统完备的反贿赂合规体系。当越轨空间不断变得逼仄，民营

企业的“内鬼”慢慢就会无处遁形，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将

清除一大“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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