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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对预付式消费亟待戴上“金箍”，亟待用立法把预付式消费拉进“三界内”，筑牢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法治防线”。

严禁挤压体育课要有“惩戒权”的配套

□龙敏飞

近日，教育部针对在政协十
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
关于要保证青少年体育锻炼活
动时间的提案做出回应，要严格
落实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保质保量上好体育课。明确要求
中小学生校内体育活动时间不
少于1小时。针对突发疫情，教育
部印发了《关于在常态化疫情防
控下做好学校体育工作的指导
意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体
育教育教学活动，创新形式，加
强学校健康教育教学。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不期而至的意外情况，改变了很
多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
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大家的观
念、理念都发生了深刻而长远的
变化。对一座城市来说，文明、卫
生等成为热门词汇；对一个人而
言，干净、健康则成为朴素的期

待。缘于此，强身健体成为很多
人对新生活的一种向往与期待。
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对孩子们
来说，更为重要。

缘于此，政协十三届全国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中，要保证青少
年体育锻炼活动时间的提案获
得热议；与此同时，教育部也及
时进行回应，明确要求中小学生
校内体育活动时间不少于1小
时。这些，都是值得肯定与点赞
的举措。增强青少年的身体素
质，从学校抓起，是最简单也是
效果最好的办法。此前，类似的
观念被提及很多次，但很多时候
都是“纸上谈兵”，未能得到足够
的重视，也未引起全社会共同的
关注。今年因为疫情，情况大为
不同，所以，这一次教育部严禁
挤压体育课的规定一出，便收获
好评无数。

点赞、好评之外，冷静地思
考一番，相信许多人对此还是难

以有足够的信心。在“小升初”
“中考”“高考”的“指挥棒”下，在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
分，学生的命根”的现实语境下，
就算学校安排了体育课，恐怕也
很难不被挤占吧？毕竟，相比起
这些重要的人生节点，不少人在
观念深处还是会认为“体育课不
重要”。思想是行动的指南，若有
这样的意识，你很难确保体育课
不被挤占。这般现实下，就算家
长想带孩子去锻炼，恐怕也没有

“时间”。在这一点上，给中小学
生减负的呼声，就是能证明很多
问题的。那就是，中小学生们的
负担的确太重了，所以才需要去

“减负”。
从长远与未来的角度来说，

“确保学生每天锻炼1小时，严禁
挤占体育课”是更好、更科学的
做法。那么，就应该确保这个规
定的善意得到落实。具体如何操
作呢？个人觉得，树立起必要的

“高压线”之后，还要通上“高压
电”。通俗点说，就是应该有配套
的“惩戒权”。比如，若是发现有
学校挤压体育课的情况，学校在
评优评先、学校管理层在晋升等
方面，可以“一票否认”，或者是
三五年之内不得参选、晋升……
只有配套的“惩戒权”及时跟上
了，这样具备良善初衷的规定，
才能真正落地生根。不然，在各
种“大考小考”的冲击下，注定会
沦为一纸空文。

在《学生身体与教育真相》
一书中，教育学博士熊和平认
为，“学生的身体早已沦为求知
的工具。”所以，他呼吁“要尊重
学生的身体”。尊重学生的身体，
就应该从爱护他们的身体开始，
教育部严禁挤压体育课就是一
个不错的契机，我们希望配套的
惩戒措施能及时跟上，给孩子们
营造一个更加有利于身体健康
的成长环境。

□金新

日前，华师大出版社推出《男
生女生学数学》系列教辅材料，引
发争议。之后，出版社针对此事发
布声明称，该套书即日起终止出
版，不再发行。

有教育学者认为，出版社此
举利用家长的焦虑情绪，突破了
教育底线，也会引发对于学科学
习性别公平的质疑。笔者认为：数
学教辅分男女版与性别歧视无
关。

近40年来，一门全新的“性别
科学”正在崭露头角，对性别如何
影响男孩与女孩的问题，包括美
国、英国、加拿大、德国等35个发
达国家研究的结果显示，两者大
脑之间差别至少有100多处。

因材施教是指：“在教学中根
据不同学生的认知水平、学习能
力以及自身素质，教师选择适合
每个学生特点的学习方法来有针
对性的教学，发挥学生的长处，弥
补学生的不足，激发学生学习的
兴趣，树立学生学习的信心，从而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教学方法和教学原则当然应
避免男尊女卑腐朽观念的作祟，
但理性地看，男女生在生理与心
理上确实存在着诸多差异，女生
在生理发展上一般较男生早熟一
些，在小学和初中低年级时，女生
的语言能力和机械识记能力优于
男生，再加上本身学习的内容中
形象思维的成分较多，因而此时
女生的学习成绩普遍高于男生，
但随着年级的升高，学习的内容
中意义识记成分增多，相应地对
抽象思维要求越来越高，男生的
优势开始显现。教师必须看到男
女生各自的优势，因势利导，帮助
他们分别保持和发展各自的优
势，共同进步。

“因性而教”理当系“因材施
教”的题中之义。“材”的内涵多层
次、多侧面，可从不同角度探讨：
年龄差异、个性差异、性别差异、
能力差异、环境差异……尽管其
间存在交叉关系，属于一个逻辑
思维整体。教育公平不能无视男
女生的性别差异，“男女平等”与

“男女差异”是一个教育硬币的两
面。

数学教辅分男女版

与性别歧视无关

葛大家谈

□戴先任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回应
消费者关于“老板卷款跑路，充值
卡钱难追回”的相关问询时表示，
国家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强
部门间协作，积极推动预付式消
费立法表现，共同营造安全放心
的消费环境。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表示，对消费者预付款实施第三
方管理，需要进一步完善预付式
消费的相关立法，完善预付式消
费管理的顶层制度设计。

预付式消费模式本身并非坏
事，商家青睐于预付式消费模式，

是因为预付式消费模式有利于提
高消费者黏性，也有利于资金回
笼，有利于利益套现，而对于消费
者来说，通过交纳预付费，可以享
受到“VIP服务”，消费也更为优
惠。这本是一个消费者与商家“双
赢”的好事，但一些商家在收取消
费者的预付费后，却选择了“跑
路”，消费者的押金也就难以追
讨。最终让预付式消费成了消费
者权益损害的重灾区。

预付式消费“双刃剑效应”明
显，预付费纠纷频发，成了消费者
投诉重点。诸如健康行业、教育培
训、美容美发等行业，都是预付费

纠纷频发的重灾区。预付式消费
乱象由来已久，由此引发的纠纷
不断，消费者权益也因此受到严
重伤害。

预付费纠纷不断，原因在于
预付式消费仍存在监管盲区。如
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对于预付费欠
缺明确具体的规定 ;而且预付式
消费也没有明确的监管部门，相
关部门对于预付费纠纷自然就容
易相互推诿，对维权的消费者“踢
皮球”，从而造成消费者维权难的
困局。

要遏制预付式消费乱象，监
管必须要跟上，不能让预付式消

费处于监管盲区，不在法律规范
的“三界内”。此次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称将积极推动预付式消费立
法的表现，这样的承诺值得肯定。
而预付式消费立法，早已是广大
消费者翘首以盼的事情，也希望
这一承诺能够尽快落到实处，能
够抓紧落实。不能总是“只闻楼梯
响，不见人下来”。

对预付式消费亟待戴上“金
箍”，亟待用立法把预付式消费拉
进“三界内”，筑牢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的“法治防线”。另外，消费
者维权难度大、成本高，甚至可能

“赢了官司却拿不回钱”，这些也

是预付式消费乱象难以遏制的原
因所在。所以，要遏制预付式消费
乱象，还要畅通消费者的维权渠
道，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另
外，还要建立健全监管机制，比如
有必要设立退费机制，监管部门
对商家付费缴付和使用进行限制
等等。

立法和监管要同时发力，不
仅要并行，而且要尽快推行，尽快
对预付式消费发挥规范作用，这
样才可能遏制预付费乱象，从而
有利于保护好广大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有利于维护良好的消费市
场秩序。

□斯涵涵

“一瓶2015年的专供名酒，
115000元。”记者近期发现，多家
网络平台上有卖家经营“专特
供”名酒。这些所谓的“专特供”
名酒是真的吗？货从哪里来？怎
样交易？记者调查发现：八成为
假货。

“专供”“特供”“竞拍”“揽
客暗语”……“专特供”名酒网
络交易中处处透露着一股稀
缺、神秘、一般人消费不起的富
贵之气，自然高价乃至天价也
就如影随形。

“专特供”名酒能被市场
所接受，除了具备一定品质之
外，炒作、包装、口碑一个都不
可少。不少市民受好奇心驱
使，让特供品一直比较走俏。
加之，一些高层人士、富商乐
衷于消费高端名酒，也无形中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广告作用，
而一些经营者为了追逐利润，
便将一些品牌镀上特供的“金
色”，让酒价伴随身价翻番上
涨。多种因素推动之下，“特供
酒”便成了身份、地位、财富的
象征。

然而，“专特供”名酒八成
为假货的事实却让人始料未
及。其一，早在2013年，国家多
部门就对“利用互联网销售滥
用‘特供’‘专供’等标识商品”
进行了集中清理整顿，并明确
发文“严禁中央和国家机关使
用‘特供’‘专供’等标识”。其
二，据调查，此类酒品卖家大
多数采取以“拍卖”的幌子搞
直售的方法，一经售出，不予
退换，旨在逃避对酒品质量与
消费者权利承担的法律责任；
其三，购买者当中的“九成是
为送礼”，有送礼的大量需求
却又缺乏“验证真假”的理由，
这就让虚假的“专特供”名酒
大有用武之地，商家生意“兴
隆”。

“专特供”名酒在市场上
受到青睐，本质上反映了部分
消费者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
想。但“专特供”名酒“八成是
假货”“十分不靠谱”是特权崇
拜的黑色幽默。特供也好，天
价也罢，不过是商家吸睛逐利
的套路罢了。

必须重视的是，高价“专
特供”名酒与当前全国上下提

倡厉行节约的大背景不符，让
人产生对借机高消费送礼的
担忧：高端消费往往易成为民
间消费的风向标，一旦特供
酒、天价酒层出不穷，这种奢
靡、铺张的畸形消费观念投射
到民间，将对民众产生不可小
觑的心理影响。而且，假冒的
特供酒、天价酒夸大其词或无
中生有，属于虚假广告宣传，
涉嫌欺诈与不当得利，扰乱了
正常的市场秩序。对此，我们
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并予以必
要的法律规范。

禁令之下，天价“专特供”
名酒借助网络卷土重来，证明
了特权思想的根深蒂固，也凸
显监管的盲点。假如把特权崇
拜比作一批种子，市场需求犹
如土壤，有了适宜的条件，便
会自然而然冒出芽来，由此可
见，大至反腐倡廉、深化改革、
强化监管，小到烟酒文化、理
性消费，都需要防微杜渐，久
久为功。

葛一家之言

葛试说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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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预付式消费要立法与监管并行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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