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必过于担忧教材“城市化”
张涛

从发展视角看，教材“城市化”是伴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据统计，我国

城市化率从 1978年的 17.9%增长到 2020
年的 63.89%。城市化元素体现到教材

中，也是时代感的一种体现。

2019 年秋季学期起，义务教育阶段

部编版三科教材（语文、历史、思想政治）

实现所有年级全覆盖，全国教材统一，无

论城市还是乡村，教材都是相同的内

容。诚然，眼下城乡之间依然存在一定

差距，但如果专门区别为城市版教材、农

村版教材，反而容易加剧城乡二元对立。

教材“城市化”并非洪水猛兽，关键

是如何使用。在教学实践中，面对一道

计算地坛面积的数学题，有的教师通过

播放视频，一边向学生们介绍地坛，一边

讲解面积计算的知识点。对于教材中的

城市元素，教师可以通过精心编排设计，

帮助农村孩子开阔眼界、拓展知识面。

其实，不必担心教材“城市化”会让

农村孩子不爱家乡，统编教材确实不可

能满足各地个性化教学需要，但各地可

以通过开设地方课程等方式，增强学生

对家乡的归属感和自豪感。而且，一些

农村孩子对教材中的城市元素心向往

之，立志走出农村，过上大城市生活的同

时，也不乏一些孩子学成归来反哺家乡，

把农村建设得更加美丽。无论是走是

留，都可以实现自我价值。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劳动者权益小课堂 | 休病假不给
发工资？法官：必须补！》

小朱请病假一个月，期间未收到工资，假满后她并未

出院及续假，公司也没通知其返岗。之后小朱以公司拖

欠病假期间工资为由，要求公司支付拖欠工资，遭到拒

绝。法院经审理认为，由于公司没通知小朱返岗，也没作

出解除劳动关系通知，故小朱继续住院期间的劳动关系

依然存在，最终判决公司支付小朱工资、经济补偿金等 2
万余元。 （本报记者 周倩 付子晴 窦菲涛 雷宇翔）

休病假没工资？法官：必须补！

气象卫星助力防灾减灾

正值汛期，说起天气预报，您一定不陌生。但是，气象

预报就是预报刮风下雨这么简单吗？近日，记者走进中国

气象局，探秘气象防灾减灾一线的工作。在国家卫星气象

中心，记者了解到在传统的天气预报之外，气象卫星在防

灾减灾方面的“硬核”实力。 （本报记者 车辉 兰德华）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探秘气象防灾减灾一线|气象卫星
的这些“技能”凭实力助力防灾减灾》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对话考研成功的外卖小哥：正在边
送外卖边备战法考，期待未来成为检察官》

7月 7日，河南郑州 26岁的外卖骑手高帅旗，在送餐

路上收到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高帅旗去年

本科毕业，因父亲突发脑出血住院，他一边照顾父亲，一

边备考研究生。为分担家里经济负担，今年 4月，他开始

当外卖骑手，并抽空备战法律职业资格考试，期待在未来

成为一名检察官。 （本报记者 曲欣悦 车辉）

在深海飞行的ROV领航员

▶扫描右侧二维码，观看工人日报融
合报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手脚并用、左
右开工，他在深海飞行｜三工视频·新360
行之水下机器人领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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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考研成功的外卖小哥

海平面以下 300米，是 ROV水下机器人进行海底作

业的主场。在它们的背后，有一群沉着冷静的操控者

——ROV 领航员。36 岁的韩超，就是我国自主培养的

第一代水下机器人领航员。工作 15年以来，韩超平均每

年出海 200天以上，在寂静深海中“潜行”超过 1万千米，

从 9 米超浅水横跨 1500 米超深水……戳视频，一起来看

他的深海飞行记！ （本报记者 刘金梦 付子晴）

据文旅部消息，近日，经国务院同意，

国家发改委、文旅部联合印发《国民旅游休

闲发展纲要（2022—2030 年）》，部署培育现

代休闲观念、保障旅游休闲时间、优化旅游

休闲空间、丰富优质产品供给等 10 项重点

任务及一系列具体举措，其中“优化全国年

节 和 法 定 节 假 日 时 间 分 布 格 局 ”引 发 热

议。有网友表示“超级期待，坐等细则”，有

网友建议“春节假期再长些”等，颇有“抢话

筒”之势。

从 2000 年确定春节、五一、国庆三个“黄

金周”，到 2007 年增加清明和端午等传统节

日假期，再到后来取消五一“黄金周”、将春节

放假起始时间由农历正月初一调整为除夕、

将五一假期延长至 5天等，数十年间，我国法

定节假日方案多次调整，每次方案出台，都是

在征集民意基础上经过多方论证后的结果，

其调整轨迹折射出放假安排要适应社会生活

发展和公众需求的原则。

经历多轮调整，公众对当下的年节和法

定节假日安排总体是满意的，诸如除夕当天

放假、五一假期延长至 5天等调整，得到很多

人的点赞。与此同时，不同人群对放假安排

依然存有不同的期待，希望能有相应调整的

呼声不断。比如，法定节假日多集中于上半

年，下半年较少；“黄金周”出游集中，拥挤、拥

堵成了标配；为凑出长假、小长假而饱受挪假

调休之苦，等等。

客观而言，不同人群对放假安排的诉求

不尽相同。比如，家长们更期待能在暑期有

更多休假机会，与孩子共度亲子假日时光；

离家在外的人希望能延长春节假期，让过年

与家人团圆的时间更充裕，诸如此类。如此

现实语境下，优化全国年节和法定节假日时

间分布格局，必然面临权衡多方不同需求的

难题，甚至可以说，这注定是一件众口难调

的事。

类似公共政策的制定和优化往往是一个

动态调整过程。而每一次调整，也应该是一

次收集民意的契机，是官方与民间的良性互

动，是民生领域社会治理“双向奔赴”的实

践。相信相关职能部门能充分重视公众的多

元诉求，给出令多数人满意的年节和法定节

假日时间分布优化细则。

需要认识到，放假安排的调整不仅需要

经历征集民意、专家论证等必要程序，还要综

合考虑相关调整对用人成本、生产经营等方

面的影响，具体实施后，还可能会牵涉相关法

律法规的调整，教育、交通、文旅等职能部门

也需要调整相关安排和预案，诸如此类的后

续配套政策和措施都需要及时跟进。由此可

见，放假安排的调整，对社会经济发展与百姓

生活的影响，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决

策过程必须慎之又慎。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国内旅游多次

被按下“暂停键”，国人在为抗疫而抑制出游

需求的同时，也深感高质量的休闲旅游之于

提振经济、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的价值与意

义。期待相关优化细则能够尽早提上议事日

程，找到各方诉求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更

好地回应公众期盼，同时也为放假安排的动

态调整积累经验，让旅游休闲这项民生工程

更暖心，让公众度假更舒心。

珍视网友“抢话筒”式热情，寻求假日安排“最大公约数”
本报评论员 韩韫超

图 说G

“定时炸弹”

24小时博物馆，对公众文化需求的回应

放假安排的调整不仅需要经历
征集民意、专家论证等必要程序，还
要综合考虑相关调整对用人成本、生
产经营等方面的影响，具体实施后，
还可能会牵涉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
教育、交通、文旅等职能部门也需要
调整相关安排和预案，可谓“牵一发
而动全身”。

据7月18日《生活晨报》报道，炎炎夏日，“喷一喷
立刻降温”的降温喷雾成了网红商品。但近日，江苏
一名驾驶员在车内喷洒降温喷雾后，同车人要抽烟点
燃了打火机，结果，火星遇到喷雾后爆燃，车上人员被
烫伤。

降温喷雾成危险品，缘于其中含有乙醇、丙烷等可
燃气体成分, 这些成分遇明火或存放在高温环境中便
可能引发爆炸。除降温喷雾外，在特定条件下，车内不
少物品都可能成为“定时炸弹”，比如打火机、白酒及酒
精含量较高的饮品等。上述事故的发生提醒更多车
主，在遵守交规、安全驾驶之外，诸如避免汽车长时间
暴晒、车内不存放易燃易爆物品、锁车时确保车内无人
滞留等安全意识同样不可或缺。行车、用车安全无小
事，交管、消防等职能部门应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加强
宣传警示，让人们把每个看似微小的隐患都重视起来，
真正实现小心上路、平安回家。

赵春青/图 韫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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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海宁

“浙江自然博物院·24小时博物馆”试营业

一个多月以来，观众已超过两万，进入暑期后，

人数更是持续攀升。该场馆营业时间是周一

至周五的上午 10时至午夜 24时，周六、周日则

24 小时开放。这一时长上的突破，在国有博

物馆中还是首创。（见7月19日《光明日报》）

炎炎夏日，夜晚相对凉爽，适合市民出

游，但包括博物馆在内的一些文化场所和单

位往往会按照正常对外营业时间关门，夜晚

并不营业。正因此，近日湖北武汉有关方面

响应市民关于在夜间开放横渡长江博物馆的

建议，将开放时间调整为 12 时 30 分至 20 时

30分，以及上述新闻博物馆 24小时开放等举

措，都令人眼前一亮。

博物馆改变开放时间，周末 24 小时开

放，这无论对于本地市民、外地游客，还是对

博物馆自身发展乃至城市文化形象而言，都

有重要意义。

对一些市民及外地游客来说，24 小时博

物馆可以随时参观，知识更加“唾手可得”；从

博物馆角度看，全天服务可以吸引更多参观

者，进而可以更好传播馆藏知识、提升品牌影

响力、展现自身价值。此外，博物馆作为城市

的文化地标之一，24 小时开放无疑将为城市

文化形象加分。

事实和数据也印证了 24 小时博物馆的

存在价值——“一票难求”、每天接待近千人，

说明这一改变和服务深受市民欢迎。

更让人欣喜的是，其他一些城市的博物

馆也正在通过延时开放等举措，尽力满足不

同市民的参观需求。比如，北京市文旅局近

日发出通知，提出博物馆“适时延长开放时

间、开展晚间夜场文化活动，或依托已经计划

开展的活动，适当安排晚场接待等”。

当公众的文化需求在时间上呈现多元化

趋势，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就应与时俱进，及时

回应相关需求，进行相应的改变和创新。从

这个角度上说，不少地方的博物馆都做得不

错，北京故宫博物院曾推出“紫禁城上元之

夜”等活动，一些地方博物馆顺应数字化潮流

带领公众“云”上看展、看文物，这些都是在为

丰富博物馆服务内涵探索新路径。

这些做法不仅有助于做大文旅产业“蛋

糕”，而且让博物馆在多元文化中的地位更突

出。国家发改委、文旅部近日联合印发《国民

旅游休闲发展纲要（2022—2030 年）》，旨在

进一步优化我国旅游休闲环境，完善相关公

共服务体系，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这对

博物馆行业发展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期待

更多博物馆加入创新服务方式、回应民众文

化需求的队伍，为公众提供更多文化盛宴。

胡欣红

据 7月 20日《新京报》报道，近日，记者在

北京卧底两家必胜客餐厅发现，其后厨存在

多种食品安全问题：食材不按时废弃；将过期

食材“化整为零”售卖；烹炸用油长期不更换，

相关指标超标近一倍……目前，其母公司百

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声明称，已对涉事

两家餐厅闭店调查。

知名餐饮企业本应带头遵守法律法规，

为消费者提供安全的产品和服务，结果其后

厨里竟然藏着这么多见不得光的事情。

过期食材不“过期”，并非个例。很多网友

表示，餐饮店大多存在类似问题。比如，去年

有媒体记者卧底大润发超市济南某分店，发现

店员每天上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隔夜肉，

不新鲜的肉特价卖，产生酸臭黏液的肉冲洗后

再卖，发臭变质的绞成肉馅儿或灌成香肠……

2015 年开始实施的修订后的食品安全

法被称为“史上最严”。之后，相关部门又积

极推动食品造假行为入刑。2019 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的意见》又提出，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

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进一步

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然而，高压态势下，涉及食品安全领域的

案件仍不在少数，这暴露了当前食品安全保

障制度的薄弱点：一是监管部门的查处效率

有待提高；二是对查出问题的商家惩戒力度

不足。有企业信息查询平台上的资料显示，

上述新闻中涉及的一家餐厅今年 3月便因操

作间食品原料超过保质期，被有关部门没收

违法所得 337.01元，罚款 5万元。可见，其并

未认真整改，这与违法成本较低有很大关

系。此外，出于追求利润和控制损耗成本，一

些门店管理人员往往选择铤而走险。

节约成本无可厚非，问题是不能把过期

食品的隐患和危害转嫁给消费者。守护“舌

尖上的安全”，亟待法律发力。今年 4 月，成

都高新法院公开审理一起火锅店生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案，付某某因授意店内两名员

工将顾客食用后的废油回收加工制成“老

油”，再将“老油”添加到新锅底中对外销售，

被当地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最终，付某

某被判 10 倍罚款 1376 万元，并获刑 10 年。

对该判例，网友们拍手称快，这对商家来说显

然会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

打造一个品牌、赢得良好口碑，需要长时

间的积淀和坚守，但毁掉一个品牌也许一次

“危机”就够了。对此，涉事商家自然要彻底

反思、整改，其他商家也要引以为戒。

合力守护餐桌安全、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依然任重道远。

餐厅后厨何时能经得起“卧底”考验？

新闻——据7月19日《成都商
报》报道，日前，云南昭通市一位老师
发布视频表示，其在支教过程中发
现，高楼大厦、超市、大商场等成为课
文、习题的主角，农村孩子熟悉的山
野、河流、农活等乡土元素却凤毛麟
角，“完全是城市孩子的教材……很
少有贴近农村孩子生活的元素”。

教材内容应兼顾城乡
樊树林

乡村是城市的母体,城市是乡村的

延伸。教材应该充分考虑教育公平，兼

顾多方需求，对乡土元素、农耕文明的呈

现不能只是蜻蜓点水。农村中小学生、

特别是偏远地区的中小学生对城市中的

场景缺乏体验，“超纲”的教材等于为他

们的学习设置了一道道障碍。

教材的重要功能之一是铸魂塑心，

教材的“城市化”倾向可能会给很多乡

村孩子造成一种潜移默化的引导：城市

是光鲜灿烂的，农村是破旧落户的。长

此以往，“逃离农村”恐怕就会成为一种

本能。

其实，“城市化”教材对城里的中小

学生来说也未必公平。中国的历史就是

从乡土中走过来的，倘若城市中小学生

只能接触到“城市化”元素，那么他们的

见识就可能是不完整的，甚至可能读不

懂厚重的历史文明，进而对“稼穑之艰”

缺乏认知和认同。

教材多元化、优质化，才能引领学生

精神的成长。希望教材编纂修订的时候

能够科学合理提升乡土元素的比例，挖

掘出乡土文明的底蕴和价值，激发起更

多人对乡村的认同。同时，各地可以组

织专家、乡贤等，对区域内的乡土文化进

行梳理和整合，推出符合地域特色的乡

土教材，对统编教材进行补缺，进一步丰

富和完善教材的体系和组成，让更多中

小学生能够在“知所从来”中感悟到“方

明所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