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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3 月 24 日报道，针对 3 名游
客近日在八达岭长城墙体上刻划事件，北
京市延庆区文旅部门已将此 3 人列入不文
明旅游“黑名单”，包括八达岭长城景区、龙
庆峡风景区在内的 12 家等级景区，将对这
3名游客实施联合惩戒、不予接待。

此前，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引起公愤：
3 名游客接连用硬物在八达岭长城城墙上
刻划，一名女性游客刻划后，将手中的硬物
递给同行的男性游客。八达岭办事处的通
报称，游客刻划行为发生在 3 月 21 日 13 时
许，初步判断使用的刻划工具为钥匙、铁丝
或其他尖利物品，刻划内容为游客姓名。
22 日凌晨，警方将 3 名违法行为人查获，根
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已对 3 人
作出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处罚。

这 3 名游客的任性之举实在过分，在
国保文物八达岭长城墙体上肆意刻划，对
文物古迹造成破坏，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
实该严惩！

近年来，旅游景点乱刻乱画现象时有
发生，最常见的是随意涂鸦“到此一游”、刻
画自己姓名，让好端端的建构、设施乃至文
物古迹遭到污染和破坏。一些游客对历史
缺乏敬意、对规则缺少敬畏，刻划、踩踏、攀
爬等行为让公共设施和文物很受伤。

各地景区此类“到此一游”现象由来
已久，与攀爬触摸文物、损坏公用设施、随
意丢弃垃圾一样，成为不文明旅游的典型
行 为 。 虽 然 媒 体 不 断 曝 光 、舆 论 再 三 呼
吁，“处处留名”的劣习却屡禁不止，引起
公众强烈不满。

我觉得，景区涂鸦者大抵出于无聊、好
玩，新鲜感中寻刺激，或者“炫”得不行，想
留个“永久”纪念，“×××到此一游”不就
是说“我曾经来过”吗？这归根结底是浮躁
心理作祟，也是公德意识淡薄、法律知识欠
缺的表现。

对此，管理方需要加大宣传力度，予以
提醒、警示，广大游客也应当进行规劝、及
时举报，让有此“雅好”者醒悟：这是一种不
道德的“留念”，不仅有碍观瞻、大煞风景，
也影响其他游客的出游体验；这样的举止
很丑陋，不能“留芳”反留骂名，而且这样的
行为涉嫌违法！

早在 2013 年，国家旅游局发布的《中
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指出：不在
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不损坏

公用设施……
2015 年 4 月《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

理暂行办法》开始实施，全国不少旅游景区
推行“黑名单”制度遏制不文明旅游行为，
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但是，遵守《公约》贵在自觉，“擅行”往
往难以被“约”；“信用制裁”落实不易，监控
装置难以覆盖，以至管控效果并不如意，任
性游客依然故我。

善待美景、善待文物，需要每个人增强
素养、提升素质，摒弃“到此一游”之类失德
违法作为，同时需要加大曝光、惩治力度，
坚决予以遏制。在加强宣传教育的同时，监
管、执法也要“该出手时就出手”。此次八达
岭长城墙体被刻画，就是其他游客录下视频
佐证后对当事人作出惩处的，案例可鉴。

一针见血 储朝晖＞＞

当前，校外培训如火如荼，学生、家长
苦不堪言却又难以自拔。这是一个值得重
视的现象：在学校这一国民教育体系之外，
培训机构正在构建另一个“教育体系”。

根据相关统计，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
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之后，校
外培训机构总数在 2019 年新增到达近 60
万家峰值，2020 年又新增 40 余万家，注销
10 余万家，机构总数远超同期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数量。加上同一培训机构可以多点
办班，客观上，校外培训机构已成为国民教
育体系之外，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存在。

实际上，多数培训机构钻了教育评价
体系和考试招生制度不完善的漏洞，不注
重全过程教育，只关心提高学生的考试分
数；一些学生和家长受“唯分数”“唯升学”
影响，也仅从提高分数出发，将越来越多
的时间、精力和资金用在参加校外培训
上，导致学生难以依据国家义务教育的课
程标准、课时安排、教育程序，完整、系统地
接受义务教育。

校外培训的大量出现，在治理过程反
复变身存活，已成为全社会的关注焦点，
将学生和家长置于两难面前：是选择快速

“提分”以应对短期、功利需求，让孩子上
一所“好”学校；还是选择依据规范和规
律，循序渐进获得健全成长？

现实中，大多数家长不能理性选择，
焦虑情绪不断蔓延，带着孩子涌入培训机
构加入“提分”竞标赛。培训机构又利用
家长“不愿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攀比心
理营销，推高家长和学生的需求与依赖，
使得不少孩子失去童年、失去自主、失去
生成志向的最佳时机，背上超重负担，损
害身体健康，形成被动型人格。这或许能
在“提分”竞标赛中实现短期功利性愿望，
却可能影响到每个孩子、每个家
庭的长远幸福，甚至可能影响
到国家发展、民族前途。

面对这种愈演愈烈的不良
趋势，必须让越来越多的教育当
事人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大范围
过度培训直接影响到教育考试
评价结果的真实性，阻碍了教育
实质公平；违背人的成长发展规
律，不利于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和人的健康成长；挤压了学校正
常的教育教学时间、内容和价值

取向，难以实施完整的教育。
立德树人，是“十四五”时期和未来更

长一段时期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根本
任务，确保国民教育体系的健全和正常运
行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基础。

治理寄生在现有教育体制机制和考
试招生制度上的培训机构顽疾，需要防止
它们在现行教育体制外的一条利益链上
运行，自成体系；需要引导教育培训机构
遵从教育方针，为学生多样性学习服务，
成为学校教育资源不足的有效补充。

据《半月谈》

不能让校外培训再造一个“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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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锐评 ＞＞ 辛 云

3 月 22 日，黑龙江省望奎县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发布公告，要求全县
仍施行“加码”式严管，比如私家车“单双
号”行驶，未经报备不得进出县城、驶出县
域等。

这不 由 得 让 群 众 惊 出 一 身 冷 汗——
“ 这 是 又 有 情 况 吗 ？”“ 整 啥 呢 ，又 有 病 例
了吗？”

据 记 者 了 解 ，望 奎 县 并 没 有 新 增 病
例。当前，全国都是低风险地区，望奎县一
个多月前就降为低风险地区。在此背景
下，当地仍施行分级管控，是否有必要？今
年 2 月，黑龙江省纪委监委就对望奎等地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进行通报，时隔一个多月，同样问题再次
发生，让人不得不问：望奎你真的整改了
吗？你真的吸取教训了吗？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将一些特
殊情况下的措施当成固定的“三板斧”，只
会增加群众不便，造成不应有的恐慌。

疫情防控要科学、精准，也应透明。如
果相关举措确有必要，应及时对公众说明
情况。若只是为了所谓“不出事”就让群众

“多费劲”，这就是懒政、怠政、乱作为，这种
“病”该治治了。 据新华社

你整啥呢，望奎？

文物古迹乱刻画，这可不是“好玩”的！

新华热评 ＞＞ 刘怀丕

这里“彩礼贷”冲热搜，那边“墓地贷”又
火啦……近期，奇葩贷款引发关注，背后是
公众对诱导过度消费的担忧。相关部门有
必要采取措施，刹住借贷过度营销歪风。

从买车买房到培训留学等，个人信贷
这些年蓬勃发展，老百姓从中受益颇多。
但无论哪种贷款，都是要还的。一味宣扬
超前享受，诱导过度借贷，金额一旦超出
个人还款能力，借贷双方都吃亏，风险不
容小觑。

针对金融产品过度营销、诱导过度消
费等问题，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开展
排查、督促整改，制定金融营销导向规则。
金融机构也需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完善内
部管理，加强营销合法合规性审查。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个人来说，
不计后果借贷消费只会自食苦果，要准确
评估自身经济承受能力，量入为出稳稳当
当改善生活，才能把人生过得有里有面。

据新华社

借贷过度营销
这股歪风当刹

普通保健品被吹嘘成“无所不能的人体
万能干细胞”，不仅包治百病，还自带“80天
细胞再生，80天血液干净”等神奇功能……

新华社记者近期调查发现，“灰广播”带
货悄然兴起，原价几块钱的保健药品摇身一
变成“神药”，身价暴涨 10倍至近百元。

随着相关部门打击力度不断加大，非
法私设电台的“黑广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
的是隐蔽性更强的“灰广播”。这些“灰广
播”，实际上是通过合法广播频段进行违反
广告法相关规定的播放。广告内容以宣传
保健品、医疗器械等为主，老年听众被这
些不靠谱的广播忽悠，很可能上当受骗。

在监管部门、执法机关进行整治和依
法打击的同时，相关专家提醒公众，对于
一些新药或新疗法要保持冷静、理智，千
万 不 要 被 一 些 天 花 乱 坠 的 宣 传 迷 了 心
窍。特别是中老年消费群体，切忌盲目尝
试，发现问题应及时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