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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网语微微
【新闻事件】

点热评热热

【留言精选】

近日，有网友发布“辽宁大学化学院研究
生学业奖学金评审细则”，细则中规定：冬季
扫雪缺席次数多于30%的该学院研究生，将
取消学业奖学金评审资格。该事件引起广泛
关注。针对“扫雪和奖学金挂钩”引发的热
议，辽宁大学化学院一工作人员回应称，扫
雪是研究生应该具备的劳动能力，“没有完成
一个研究生应该具备的劳动教育，这是不应
该的”。

此事争议很大。支持者觉得大学生扫雪
不是什么高要求，将之与“一屋不扫何以扫天
下”联系起来，认为这可以培养大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还有人认为，奖学金的评定本来就
不能光看成绩，将劳动表现纳入其中，很有必
要。反对者的理由也很多。比如，扫雪的任
务到底是学生的还是学校的？如果和奖学金
相捆绑来“鼓励”学生扫雪，只是为了让学院
免于“雇人、雇铲雪车来帮着清理”，“完全就
是拿学生当苦力”，这件事的性质自然就发生
了变化。此外，包括该校学生在内，很多反对
者更多是反感这种动辄就采取强制办法的管
理风格。

鼓励倡导学生扫雪，本没什么问题，问题
就出在，为何高校走到了需要和奖学金挂钩
来“鼓励”学生扫雪这一步？在媒体的报道
中，该学院一位老师透露，出台此办法也是无
奈之举：“以往时候，我们不跟奖学金挂钩，谁
老实，谁听话就去扫雪，有些同学觉得我可以
不去干，就不去。”因此，为了调动大家扫雪的

积极性，学院才在今年制定该办法。那么，抛
开挂钩行为合理与否不说，不挂钩，高校为何
就鼓励不了学生扫雪呢？更进一步，如果说
扫雪是必要的劳动教育，那么，为何不少学生
对这种教育缺乏参与兴趣？对此，作为教育
方的高校，难道不该有所反思吗？

近些年，一些高校新闻时常引发关注和
争议。从学生会干部嚣张查寝，到高校把学
生成绩单寄给家长，再到近期有高校学生因
亲人危重请假离校被拦等，这些事件背后都
涉及高校的管理文化及对学生的管理边界问
题。在一定程度上说，“扫雪和奖学金挂钩”
规定的出炉也与此相关，同样是高校管理理
念的一种外在表现。比如，奖学金评定规则
作出如此大的调整，是否应该在前期吸纳和
参考学生的意见？

总之，“扫雪和奖学金挂钩”所引发的争
议或并不止于事件本身。它所投射的，更是
当前社会对于高校的一些做法和管理理念
的“分歧”。毕竟，校园管理，尤其是直接针
对学生的管理，还是要更多体现教育的特点
和规律，而不是“管理本位”。习惯于对学生
搞强制和捆绑来推动某项工作，或者说把学
生完全当作了一种被管理、被要求的对象，
这未尝不是以教育的“退”换管理的“进”。
正如此事中，即便有更多的学生受挂钩规则
的约束去完成扫雪“指标”，这到底能够带
来多大的所谓“劳动教育”的价值，恐怕依
然存疑。

大熊猫，最萌“中国使者”，也是世界人民
的顶流“团宠”。在日前召开的2024全球熊
猫伙伴大会上，我国大熊猫保护“成绩单”令
世界瞩目——野外种群数量从上世纪80年
代约1100只增长到约1900只，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将大熊猫从“濒危”等级下调为“易危”；
全球大熊猫圈养种群数量达757只，种群结
构持续向好。

圆滚滚的身体、憨态可掬的面容，国宝大
熊猫拥有数不清的铁杆粉。一提到大熊猫，
很多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濒危动物，需要好
好保护。大熊猫保护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
绩单”，中国式“保护”可谓功不可没。

为了保护大熊猫，早在1958年就设立了
四川卧龙自然保护区。之后围绕如何保护
大熊猫，持之以恒地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
在改革开放后取得巨大进展。全国第四次
大熊猫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13年年底，全
国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达1864只，圈养大熊
猫种群数量达到375只，野生大熊猫栖息地面
积为258万公顷，潜在栖息地91万公顷，有大
熊猫分布和栖息地分布的保护区数量增加到
67处。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制定的《IUCN 物种
红色名录濒危等级和标准》，根据数目下降速
度、物种总数、地理分布、群族分散程度等准
则分类，将物种分类为9个级别：灭绝、野外
灭绝、极危、濒危、易危、近危、无危、数据缺乏
和未评估。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达到 1800
多只，超过濒危上限250只，也突破了易危上
限 1000 只。因此，早在 2016 年，IUCN 就宣
布将大熊猫受威胁程度从濒危降为易危。

不仅是大熊猫，近年来我国通过栖息地
保护、人工繁育培植、放归或回归自然等多种
措施，加强濒危物种保护研究和国际合作，东
北虎、海南长臂猿等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群数量实现稳步增长。近年来，一
些野生动物频频“出山”，一些国家保护动物
甚至屡屡出现在繁华的大都市，这些都充分
证明了生态环境的整体向好。此次大会期
间，不少国际友人纷纷为我国大熊猫保护及
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点赞。

大熊猫受威胁程度降级了，但野生大熊
猫的保护仍然面临不少挑战，生态文明建设
要继续发力。此前，国家林草局的调查表明，
由于自然隔离和人为干扰等因素影响，大熊
猫野外种群被分割成33个局域种群，个体数
量小于30只、具有灭绝风险的种群有22个，
其中个体数量小于10只、具有高度灭绝风险
的局域种群有18个。稍有松懈，极易反弹。

大熊猫保护并非孤岛，离不开生态环境
的整体保护。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人类过度
的资源开发与利用、污染环境以及由此引发
的气候变化等因素，已经对地球生态系统造
成了破坏性影响。据报道，人类不合理的活
动，已经改变了 75%的陆地生态环境和 66%
的海洋生态环境。

从全球来看，人类和自然仍然面临生物
多样性丧失和环境变化的挑战，面对生物多
样性丧失的全球性挑战，各国是同舟共济的
命运共同体，亟待全世界共同发力。为此，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呼吁要“激发全社
会生物多样性保护积极性，加快推进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生物多样性治理
进程”。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走
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保护生物多样性是
每个国家和地区、每一个人的责任和义务，我
们不仅要坚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家战略，
还要为推进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智
慧，积极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守护好美丽地球。

城市：如此折腾人，大概是利益“作怪”。
河山：营业厅多次不予办理的原因只有一个，即防

止客户流失、收入减少，所以找各种理由推脱办理，甚
至还要求提供奇葩证明。

方文豪：一些企业和单位依然要求居民到村、社区
开具“亲属关系证明”“政审证明”“贷款证明”等。

夺冠：奇葩证明仍然阴魂未散，既折腾办事群众，
又折腾基层部门。对于各种利益驱使下出现的奇葩证
明，必须以更有效的方式“啃硬骨头”。

开心：当事人拍视频发到网上，电信营业厅就给办
理了，销号似乎也并不复杂，主要还是受利益驱使这个
原因，亟待破解。

春风：进一步明确办理逝者手机销号的流程、手
续、时限，严禁在规定手续之外增加奇葩证明，并告知
用户，约束经办人员使之没有任性索要证明的机会。

宁静：对不按规定办理，或索要奇葩证明的，追究
相关营业厅和经办人员责任，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还
要做出合理赔偿。

自然最好：只有把电信企业“注销权”关进笼子，对
出笼行为严加惩治，才能杜绝利益作怪下的奇葩证明。

据人民网

据极目新闻报道，11月 29日，福建泉州惠安县一
男子带着户口本及其父亲的户口注销证明，到当地电
信营业厅注销亡父的电话号码时，遭到推脱刁难。11
月30日，当事男子回应记者称，自己第4次去电信营业
厅前派出所已做出说明，且户口本也能证明父子关系，
营业厅仍让他证明“我爸是我爸”，其拍视频发到网上，
业务员才给办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服务
保障工作的意见》，从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维护农
民工劳动保障权益、促进进城农民工均等享有城镇
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推动农民工就业增收、更好融
入城市。农民工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近
年来，相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护农民工的劳
动保障权益，这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还能提升
农民工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推动城乡融合和乡村振
兴，促进就业和创业，维护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推动农
民工市民化。

接下来，各地区各部门应加强统筹协调，将政策落
地、落实、落细，帮助农民工切实享受到政策红利，多措
并举加强农民工服务保障工作，让广大农民工享有更
多幸福感和获得感。 新华社

提升农民工获得感

“扫雪和奖学金挂钩”，争议从何而来
朱昌俊

大熊猫保护“成绩单”世界瞩目，
中国式“保护”功不可没
胡欣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