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05 2021年3月5日星期五
责任编辑 马鈜 美术编辑林婕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我国的中小学教
育，虽说近年来一直在不断改
革，但是语文教学中‘汉语写作’
的比重一直不突出，学生汉语写
作基础扎得不够牢固，近年来甚
至还有下降的趋势。”全国人大
代表、奥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汤亮在此次全国两会上将提交
建议，希望提升中小学语文教学
中“汉语写作”的比重。

“一些人如果离开了‘百
度’，离开了‘复制和粘贴’这一
套，几乎开不了笔，更别提写出
有新意的佳文了。即便有着更
高学历的硕士、博士，有的下笔
时也有言不及义或者是华而不
实的不足。”汤亮认为，这些现象
无不说明，他们在过往的课堂
上，接受的汉语写作的教育和训
练，其实都没有很好“过关”。

汉语写作虽然属于母语教
育的范畴，但是写作能力不是天
生而来。汤亮指出，首先需要在
循序渐进的基础教育中刻苦学
习和勤勉训练，打好母语写作的

基础。汤亮觉得，许多人对此并
不是很重视，有的甚至把英语写
作的重要性放在汉语写作之上，
把才艺训练的重要性放在汉语
写作训练之上。

“建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要
狠抓这方面的教育改革。”汤亮
建议，在中小学的基础教育阶
段，检验语文教育成效的落脚
点，要尽快摆脱死记硬背、标准
答题的纯“应试”模式，要突出学
以致用，重点要放在汉语写作
上。老师考查学生种种应知应
会的语文知识点，也要体现在学
生写作的具体应用中。

同时，在中小学的语文教学
大纲中，要加大“汉语写作”的比
重。“中小学生的汉语写作，切忌抄
录一些假大空的话，要强调突出个
人的感知和辨析，而对语文老师而
言，要加强专业的师资培训，要以
公开课的模式来以点带面，整体提
高语文教学水平。”汤亮建议道。

年轻人酷爱的冰雪运动
存在诸多漏洞

“通过过去几年快速发展，
我们可喜地看到了大家参与冰
雪运动的热情，特别对于年轻
人来说这是一项特别酷的爱
好。”作为一名滑雪爱好者，杨扬
表示，自己能感受到大家对这项
运动的热爱。但与此同时，作为
一名昔日的运动员，她非常清楚
滑雪的风险在哪里，即便是自己
平时在滑雪时也抱着谨慎的态
度。“现在一些年轻人喜欢尝试
和挑战不同难度的运动。这种
冒险精神非常好，因为也是创新
精神的一部分。但有些人把滑
雪滑冰当游戏，容易忽视安全问
题。”

前不久发生的一些安全事
故让她萌发了撰写相关提案的
念头。她请教了滑雪领域的专
家、与场所的经营者沟通了解、
和年轻滑雪运动爱好者聊天，进

行了充分的调研。
她发现，现在一些冰雪运动

场馆安全运行管理制度化、标准
化不够，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安
全管理能力不足。“近年来，随着
我国滑冰、滑雪运动普及率越来
越高，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出台
了相应的冰雪运动场地设施建
设标准及管理规范，各地冰场、
雪场也在不断加强安全防护措
施。但由于多种原因，近年来我
们依然看到滑雪场、滑冰场因场
地设施建设安全标准不规范、安
全管理不到位导致意外事故，甚
至伤亡事件发生。”

其次，因行业发展快，市场
需求较大，入行门槛低，冰雪教
练员和指导员人才供给和培养
不足，教学缺乏标准，行业监管
不足，导致培训服务水平参差不
齐，严重影响到消费人群的体验
和培育。

“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
临近，中国滑雪行业发展迎来了

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但这只是
开始。”杨扬认为，未来冬奥会积
累的这些发烧友们还会继续参与
冰雪运动。在抓住机遇、快速发
展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前期的安
全问题，保障冰雪爱好者的安全。

建议多措并举
助力冰雪运动健康有序发展

为促进冰雪运动更安全、更
健康、更有序地发展，让冰雪运
动持续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杨扬给出了几大建议。

首先，她认为，要规范冰雪
运动场地、设施建设安全标准，
加强行业监管力度，提升运动场
所安全管理能力、提高参与者的
安全意识。“我建议一方面要强
化对冰雪场馆建设和运营管理
的安全监管，制定统一的安全管
理标准，强化冰雪市场管理和从
业人员的专业培训，并通过监
督、指导、管理，提高滑冰、滑雪
场所的安全管理意识与能力；另

一方面，要大力做好安全宣传，
普及安全知识，提升消费者的安
全意识与行为。与此同时，鼓励
冰雪场所的经营者创新培训方
式，降低初学者培训成本，提升
初学者的运动体验，使之成为更
有黏性的消费群体。”

针对现在专业人才供给和
培养不足的现状，她对症下药，
奋笔疾书写下了自己的中肯建
议。即要加强社会培训机构冰
雪教练员、指导员培训认证工

作，制定行业教学培训规范与标
准。建议对冰雪教练员、指导员
进行资质认定和审核，实行执证
上岗，制定行业培训标准，对教
学加以规范，做到教学有计划、
上课有教案、教学质量有保障。

“对冰雪运动发展来说，冬
奥会只是开始，我们要在筹备和
举办冬奥会的过程中推广冰雪
运动，让更多年轻人喜欢冰雪运
动，参与冰雪运动，推动体育强
国建设。”杨扬建议。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公众人物的一举一
动都会被无限放大传播，从学术
造假到挑唆粉丝互撕，从亿万漏
税到公然吸毒，从嫖娼出轨到代
孕弃养，公众人物“德不配位”的
现象越来越常见。

全国政协委员葛均波认为，
虽然广电总局为限制劣迹演艺
人员出台了相关管理通知，但各
类劣迹公众人物通过各种形式

“改头换面”继续出现在各类活
动当中，对青少年的世界观、价
值观造成不可磨灭的负面影
响。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这位
中科院院士疾呼，要加强管控劣
迹公众人物，树立青少年正确价
值观。

大多数青少年对“偶像”
劣迹事件没有明确认知

葛均波认为，目前由于缺乏
对公众人物劣迹事件的等级评
估，很难确定劣迹事件的性质。
2021年2月5日，中国演出行业
协会发布了《演出行业演艺人员

从业自律管理办法》，并明确指
出了劣迹演艺人员惩戒复出的
程序。但该管理办法的管辖范
围较小，除演艺人员外，对其他
领域的公众人物尚缺乏劣迹事
件对应的惩罚标准，不明确劣迹
事件等级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舆
论风险。

“缺乏对劣迹公众人物的官
方认定，存在界限不清的问题。”
葛均波表示，目前，我国尚缺乏
类似“失信被执行人”的“劣迹公
众人物”黑名单，我们对大多数
公众人物的劣迹事件往往只能
通过非官方、不正规渠道得知，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大多数
青少年会对“偶像”的劣迹事件
没有明确的认知，甚至出现“无
论XX怎样，我们都支持他”等无
脑支援。

明确公众人物劣迹等级
公开劣迹公众人物名单

葛均波建议，广电总局继
续完善《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
业自律管理办法》，对劣迹事件
按照诸如道德问题、法律问题等

进行详尽的明确分类，初步形成
行业的标准方案，并最终形成管
理条例，获得相关法律的强制执
行力。

2014 年，最高人民法院建
立了网络“失信被执行人”黑名
单库，并通过该名单库统一向
社会公布，联合多部门对失信
行为责任人实施联合惩戒，取
得高效的社会执行力。“我建议
由最高人民法院对过往劣迹艺
人建立‘劣迹公众人物’黑名单
库，并定期对外公布。根据劣
迹事件等级，从交通、财税等多
方面不同程度地限制其‘明星
待遇’。”

他还建议，要严格管控“泛
娱乐”的影视作品和综艺娱乐节
目。建议广电总局加强对“娱乐
快餐文化”的监管，对纯粹娱乐
没有实际传播价值的节目坚决
予以取缔。

杨扬：给年轻人喜欢的滑雪运动提个醒

一定要给个人安全打上“补丁”
1976年出生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冬

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世界反兴奋剂
机构副主席杨扬是一名滑雪爱好者。但在
进行这项高风险的运动项目时，她发现不

少年轻人对自身保护缺乏意识。与此同时，冰雪运动场馆在安全运行管理
上也存在诸多漏洞，导致安全事故频发。

作为青年委员的代表，她连夜撰写了两份提案，直击青年酷爱的新兴运
动——滑雪的安全问题，准备提交到今年的全国两会。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汤亮

提升中小学语文教学中
“汉语写作”比重

葛均波

加强管控劣迹公众人物
树立青少年正确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