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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是家长、学生维护自身权益、监督学校教学行为的
途径之一，但半月谈记者在多地调研发现，少数学生或家长
随意举报老师的情况逐渐多发、频发，教育主管部门、学校
以及教师耗费大量精力回复、应对各种举报。

在一些地方，这类扩大化的举报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呢？据媒体报道，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今年
1至8月，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
起举报基本属实。其余不属实的举报中，不乏恶意举报行
为。作业布置得“太多”或“太少”，对学生“太温柔”或“太严
格”，回复信息太晚，当着学生面吃外卖……各种匪夷所思
的举报，精准地刺向教师的人格尊严。

古人言，教不严，师之惰。如果教师不能严格施教，那
便是他们的失职。然而，当不实举报影响了正常的教学活
动，原本纯净的教育生态就会沾染上杂质。倘若老师畏于
人言，索性消极对待工作，不敢批评、管教学生，那是多么令
人遗憾。面对患上“举报恐惧症”的教师，我们需要作出反
思：如何才能让失衡的家校关系、师生关系回归平衡？

首先，要用完善的流程机制把“不实举报”拦截下来。
譬如，制定明确的举报标准和受理条件，建立健全预审查机
制，要求举报人提供必要的佐证信息。对明显失实、无理的
举报，要予以驳回。同时，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积极地为

教师正名，并及时地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换言之，教育主管
部门和学校要把担当置于肩头，不能让老师单枪匹马地面
对不实举报。

其次，要为教师行使教育惩戒权开具一份“使用手
册”。否则，教育教学活动缺乏具体有效的指引，老师们批
评管教学生就难免心生恐惧、畏手畏脚。具体来看，要明确
对学生哪些失范行为可以予以惩戒。而且，要清晰地规定，
行使教育惩戒权的边界在哪里。譬如，对不尊重老师、欺凌
同学、不完成学业任务的，老师理应光明正大地亮出教育的

“戒尺”。然而，一旦教师滥用教育惩戒权，比如滥施体罚，
监管务必到位，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必须要有相应的纠正
措施。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在现实环境中，把教师置
于教育的“本”“源”之位，充分为他们赋权增能，才是针对不
实举报的治本之策。这既考验着教育主管部门与学校，也
考验着家庭和社会。对教育主管部门来说，要把细化落实
教育惩戒权作为全面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板块来对
待。学校则要把这项权利切实落实在章程里，厘清师生的
权利义务。对家庭和社会来说，要明确监督权的使用界
限。学校、教师和家长其实是“盟友”关系，善用、用好教育
惩戒离不开各方努力。 杨博 来源：广州日报

不能让教师困于“不实举报”中

12 月 2 日，《咬文嚼字》编辑部公布 2024 十大流行语。
分别为：数智化、智能向善、未来产业、硬控、班味、松弛感、
银发力量、小孩哥/小孩姐等。

一到年底，一些机构就开始评选年度流行语。各个机
构评选出的年度流行语各有不同，可见一年以来，汉语言文
字表达的丰富多彩性。《咬文嚼字》编辑部每年发布的年度
十大流行语，往往都较有年度代表性，也总能引发广泛关
注。如上述2024十大流行语，就较有代表性。

比如站在“数智化”“未来产业”等词背后的，是科技创
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能激活科技创新的时代
伟力。这些流行语不仅是时代的“烙印”和“脚印”，其所代表的
科技创新，还能引领时代步伐，能够深刻改变这个时代。而人
工智能等技术本身是中性的，如果使用不当，就可能带来双刃
剑效应。“智能向善”是为了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以人为本”，这
就需要对于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等现代高科技，明确划清应用
边界，更好地防范双刃剑效应。

像“硬控”等诸多流行语，创新特征明显，也都凸显出一
个“新”字，或是丰富了汉语词库，或是拓展了原词的内涵。
这些流行语多流行于互联网，也体现了互联网舆论场的活
力、创新力。

“班味”“松弛感”这两个流行语，看似相互对立，实则是
一体两面。如“班味”体现了不少“打工人”的职场焦虑、工
作焦虑。近年来，“996工作制”“007工作制”等成了不少“打

工人”的常态。一些劳动者工作压力大，遭受用人单位强制
加班、“隐形加班”等，这也是“班味”引发他们共鸣的重要原
因。而“松弛感”则更多体现了人们对这一状态的期待，不
少人可望而不可及，更多时候只能“望梅止渴”。“班味”“松
弛感”成为年度流行语，也提示人们要更加重视国人的心理
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而当前中国，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银发浪潮”扑面
而来，“银发力量”成了社会各个领域不可忽视的力量。如
何善待老年人，挖潜与用好“银发力量”，让“银发力量”成为

“朝阳力量”，让银发市场成为“朝阳产业”，让银发经济成为
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值得我们探索。

光阴何太疾 ，如白驹过隙。年度流行语就如被“似水流
年”打磨后的“鹅卵石”，记录时代并烙上时代印记。2024十
大流行语，虽难囊括所有的时代热词，但也涵盖广泛，较有
代表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十大流行语”犹如一面镜子，从
一个侧面让人得以管窥这个时代和国人的生活状态。这是
在2024年这棵“大树”上撷取的几片较有代表性的叶片做成
的标本，能够帮助人们“读懂中国”，感受时代脉动。年度流
行语是时代的“非典型”呈现，让人能够从另一个视角来了
解这个时代。2024年行将过去，盘点年度流行语等，也算是
一种“年终总结”。回顾过去，保存“时代标本”，也是为了更
好地展望未来，更好地前行。

戴先任 来源：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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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公布了61位领导干
部的手机号,引发关注。

达拉特旗委主动公布领导干部电话,目的是在干部、群众
之间建立一条直接便捷的沟通渠道,让领导干部可以借此倾听
民意、调研问题,更好地服务群众,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从这个角度说,这项措施值得肯定。而根据记者的调
查,公布的这些电话除了部分占线外,均能顺利接通。有干
部因开会不便当场接听,会后也会回拨过去,可谓诚意满
满。这对于增进干群关系,推进当地各项工作都大有裨益。

事实证明,领导干部的电话公布以后,一些困扰当地群
众和企业的难题,得到了快速解决。正因为此,这一举措赢
得了普遍点赞。不少网民表示“这个好”“值得推广”。

当然,也有网民对此表示出某种担忧:领导亲自接电话
能持续多久?类似的举措会不会昙花一现?这并非杞人忧
天。事实上,之前也有一些城市公开过领导干部的电话,但
真正发挥应有作用并长期坚持下来的并不多。

公布领导干部电话,明明很受群众欢迎,为什么难以长
期坚持?原因就在于公布领导手机号后,群众打来电话的时
间和反映的内容无法提前预计。很多一般性问题也会通过
这一渠道反映过来。以至于,领导干部的手机整天响个不
停,打乱了干部的正常工作与生活节奏。

领导电话公布之后,确保能打通只是第一步。要让这项
措施能长期实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群众不管大事小情都找领导解决,有着现实的原因。遇
事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或相关部门办事效率低下,遇到这
些问题,群众往往把领导干部的电话视为“救命稻草”。

从这个角度来说,领导干部在公布手机号码的同时,也
不妨检视一下其他反映问题的渠道,诸如12345热线、市长
信箱等是否畅通?各职能部门在日常工作中是否各司其职、
各尽其责?能不能确保绝大多数的一般性问题在这里得到解
决?倾听民意、更好地服务群众,不仅要保证领导的电话能打
通,各种民意反映的渠道也要畅通。朱文龙 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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