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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5日，“河南郏县某中学开学，
女生在校门口排队统一剪发”的话题登
上微博热搜，两天内阅读量突破 1.1
亿，热度居高不下。

视频显示，许多学生拖着行李箱进
校，路边则有两名理发师为女同学剪头
发，旁边聚集了不少女生和家长。

对此，网友纷纷质疑，“头发长短真
的和成绩有关吗？”“真不明白为什么非
要剪短发，明明女生短马尾更舒服、更
方便”。有家长表示，“学校应注重教育
质量等内涵建设，而不是过分注重学生
的外表形象”。

郏县教体局工作人员说，这是校
规，剪发对学生有好处，就跟穿校服统
一着装一样，便于管理。

但《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并
没有限制女生留长发，只要求不烫发、
不染发、不化妆，不佩戴首饰，不穿高
跟鞋。

近年来，类似的“奇葩”校规并不少
见。强制剪头发等做法不仅不合《规
范》，而且伤害学生尊严，违背以人为本
的教育理念，无益于健全人格的养成。

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人，而不是要
求学生像标准件一样整齐划一。尊重学
生天性，让每个学生的差异性、个性得到
充分发展，才是科学管理的应有之义。

最近，不少地方的文旅局长通过拍摄
短视频的方式，让自己和家乡都火了一把。

早在 2020 年，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昭苏县副县长的贺娇龙身披红斗篷策马雪
原的短视频便火遍全网；去年 10 月，湖北
省随州市文旅局局长解伟在银杏树下扮演
侠客，因其扮相并不好看而引发网友热议；
最近，黑龙江省塔河县文旅局局长都波，在
零下 20℃的天气里展示鄂伦春族服饰，再
次冲上热搜榜……有网友调侃道，这是旅
游界的“花式内卷”，简称“花卷”。

当初，四川理塘县旅游宣传大使丁真
一夜爆红，不少地方为了发展文旅产业，既
想“抢”丁真，又想再造一个“丁真”。实在
请不来“丁真”，一些地方就转变思路，让文

旅 局 长 亲 自 披 挂 上 阵 。 从“ 丁 真 ”到“ 局
长”，自媒体时代，要想掌握发展主动权，就
得将“流量密码”牢牢攥在自己手里。

成不成功，还得数据说话。据统计，今
年春节假期，湖北随州市共接待游客 139.2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9%；实现旅游总收入
7.9 亿元，同比增长 43.6%。截至 2 月 19 日，
黑龙江塔河县近 30 日的整体旅游预订量
比前一个月增长 97%，酒店预订量环比增
长 51%。发展的思路找对了，还怕不能“出
圈儿”吗？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些地方的
文 旅 业 服 务 水 平 还 跟 不 上 宣 传 的“ 出 圈
儿”速度。在硬件上，有的地区交通、物流
等基础设施建设并不健全；在软件上，服

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旅游景区收费标准
不统一、景区管理不到位等问题也时常为
游客所诟病。例如，今年元旦，一场降雪，
让不少游客在河南洛阳老君山的网红打
卡 地 点 金 顶 足 足 困 了 1 个 多 小 时 ；前 不
久，“北海用餐 4 个菜 1500 块”“西安一面
馆 6 根面条 20 元”等宰客行为，则给好不
容易复苏的旅游市场泼了盆冷水。在社
交平台上，也不乏游客“吐槽”和本地人大
胆“开麦”：“别来”“不好玩”“都是滤镜”

“肠子都悔青了”……
针对消费者的“花式”要求，各地文旅

局长“花式”转变服务思路是好的，消费者
也乐见优秀的局长越来越多。然而，各地
文旅产业发展的重点，不能好高骛远、脱离

实际，为“成名”而“成名”，或是只将功夫下
在“局长们”的“花卷”上，那其实是舍本逐
末。如果景区环境“见光死”、服务质量“拖
后腿”，即使“制造”出来的视频再美、局长
再“出圈儿”，也是无用功。

说到底，文旅局长“出圈儿”只在一时，
能否持续吸引到游客，取决于能否不断提
供优质的文旅产品和服务，时刻保持“用户
思维”。目前来看，“网红局长”后续能为当
地发展做的努力，仍然以营销推广、形象传
播为主。如何将线上的“客流”转化为线下
的“客源”，让短期的网红“流量”转变为长
期的发展“质量”，各地在推动区域经济增
长、助力文旅产业发展等方面，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 据中国经济网

在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
的首个新学期，多地发布了今年的中考体
育方案，对游泳、长跑等对心肺功能有一
定要求的耐力项目作出调整，有的取消统
一测试，如取消 1000 米、800 米等测试项
目，有的扩大学生的选考项目、降低测试
标准。这些调整是为了保障学生的身体
健康，得到家长的普遍支持。

取消中考体育测试或部分项目，不是
取消学生 平 时 的 锻 炼 ，因 此 ，要 避 免 取
消 测 试 后 学 校 也 取 消 体 育 课 、体 育 锻 炼
的现象。

“考什么，就教什么、学什么”，这是我
国 基 础 教 育 存 在 多 年 的 应 试 教 育 倾 向 。
我国把体育纳入中考，并逐渐提高体育中
考的分值，是想通过考体育，引导学校、学
生和家长重视体育锻炼。但从现实看，体

育纳入中考后，出现了应试体育的问题，
即学校围绕中考体育测试项目组织教学，
学生则围绕中考体育测试项目进行锻炼，
或者选择校外体育培训。这并不利于培
养学生的体育运动兴趣与技能，反而增加
了学生的考试压力与家长的焦虑情绪和
培训负担。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扭转“考什
么学什么”的应试思维，形成重视学生身
心健康发展的育人思维。教育部门和学
校要明确，中考体育考不考，和学校上不
上体育课是没有关系的。不管考不考，学
校都必须按规定开齐开足体育课，确保学
生每天必须锻炼一小时。要发挥教育督
导的作用，督查每所初中学校面向初三学
生开设体育课情况，纠正学校不开设体育
课、不组织体育锻炼的问题。

另外，取消或调整中考体育统一测试
项目，并没有取消中考体育的平时成绩要
求。各地的中考体育成绩，均由平时成绩
与统一测试成绩组成，取消或调整统一测
试项目是对统一测试赋满分，加上平时成
绩，成为中考体育总分。因此，包括初三
最后一个学期的体育平时成绩，对学生来
说还是很重要的。

要让学生真正重视体育，就必须重视
过程性评价，关注每个学生上体育课、参
与体育锻炼的情况与运动表现。如果能
建 立 起 客 观 、具 有 公 信 力 的 过 程 评 价 体
系 ，就 可 以 促 进 学 校 开 齐 开 足 开 好 体 育
课。因为把体育纳入中考的目的，并不是
为了“考学生”，强调体育的选拔功能，而
主要是为了促进重视平时的体育课与体
育锻炼。 据光明网

取消中考体育测试不是取消学生体育锻炼

文旅业发展不能止于局长“花式内卷”

有话直说 ＞＞ 老老 穆穆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
他 85 岁的奶奶因办理居住证，需要户籍所
在地派出所出具一份证明，证明“他奶奶是
姑姑的妈妈”，但派出所迟迟未予出具，理
由是“历史原因，现有户籍系统无法查到二
人户口交集轨迹，也无纸质线索”。经媒体
报道后，此事引发广泛关注。

2月26日，事情经办人、老人的儿子舒先
生说，派出所已经开具了母亲和妹妹系母女
关系的证明，几经周折难题终于得解。

据了解，从 2 月初开始，舒先生就在长
春市宽城公安分局西三条街派出所、宽城
区政务服务中心等机构来回奔波，20 多天
后却一无所获。无奈之下只好上网求助，
随后出现转机：在引发网络广泛关注后，仅
用两天就妥善解决。

尽管事情画上圆满的句号，但公众仍
在质疑：如果没有媒体报道、舆情发酵，能
够如此顺利、快速地解决吗？诸如此类的

“奇葩证明”为何不能根绝？
长期以来，老百姓饱受办证之苦，以身

份证明为主的各类证件把多少人折腾得苦
不堪言，尤其是那些诡异的“奇葩证明”，更
让人受不了。

从2015年开始，各类“奇葩证明”就引起
关注。此后，“放管服”改革以来，从中央到
地方出台了多项减证便民措施，加大了证明
事项的清理力度，“奇葩证明”大大减少。但
从这起事件来看，在个别地方，群众依然被

“你妈是你妈”式的证明所困扰。
现代社会，职能部门联系更为密切，业

务范围颇多交叉，如果都抱着“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的态度推三阻四，就会陷入一个怪
圈——你向我索要证明，我向他索要证明，
他反过来又向你索要证明……职能部门各
自为政，信息不能或者不愿共享，而且为了
自身免责互踢皮球，不仅办事效率大打折
扣，“奇葩证明”也会成为顽疾。

“奇葩证明”困扰百姓工作生活，损伤政
府公信力，掣肘社会发展与文明和谐，必须
予以根除。对此，除了致力打破部门间的信
息壁垒，更需整顿政风行风、提高行政效能，
以便民为导向，强化职能部门的责任意识、
担当精神。如果都能转变思路、加强互通，
协力寻求解决办法，就不会有那么多“瓶颈”
制约，自然也不会生出“奇葩”。

根除“奇葩证明”
需要有大招下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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