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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群变任务群？是“指尖形式主义”

据报道，一些部门看中学校人员基数大、易管理等“优
势”，将政务类公众号、App的涨粉需求，以及各类评比任务，
通过家长群转嫁至学生家长。家长群中出现越来越多与教学
内容无关的信息，给部分家长和教师带来额外的工作和压力。

家长群变任务群，折射了“指尖形式主义”向学校蔓
延的趋势。殊不知，这种强行摊派给教师和家长的任务
获得的关注量、点赞量对于提高影响力并无益处，反而
会适得其反。变了味的家长群只会加重家校负担和矛
盾，各部门应刹住这股歪风，将“清静”还给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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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 主角女女

女报 角视视

近日，三封检讨在湖南岳阳乃至湖南全省引起了强烈反
响：6月13日出版的《岳阳日报》第5版，刊登了湖南省岳阳市
湘阴县县长刘世奇、岳阳经开区分管环保的管委会副主任万
俊锋、岳阳市生态环境局汨罗分局局长程阳三人的工作检
讨。检讨的原因是5月份这三人所在县（市、区）在岳阳市污
染防治考核中排到了后三位。

县长登报作检讨，有决心更要有行动

县长登报作检讨足见当地在做好污染防治工作方
面的决心和勇气。“有错就认”，而且是公开检讨，杜绝
走过场的检讨，真正做到“红红脸、出出汗”。当然，检
讨不是目的，如何做到知错就改、知行合一，能否真正
落实到行动上，才是关键。

近日，某校男生在学校图书馆向一女生咖啡杯中投放异
物，该女生察觉咖啡异样后向学校保卫部门报告。经警方介
入调查，该男生投放的异物，系被其误认为有催情效果的牛
磺酸泡腾片。因行为情节严重，影响恶劣，日前，校方按程序
给予该男生开除学籍处分。

备受关注的“向女生杯中投放异物”一事，随着校方
作出开除决定而告一段落。这也是学校职权范围内，所
能作出的最严厉的处分，形成了有力震慑，学校果断处
理的做法值得点赞。然而，如何营造健康的校园环境，
筑牢学生安全防线，让那些潜在“投放异物”者不敢伸
手，是所有学校都应该思考的课题。

顶格处罚后，还应筑牢学生安全防线

根治校园偷窥偷拍事件需加强全面性教育 “防暑降温”也是
一道民生考题

“蹭流量”还应守住法律底线

近日，四川射洪警方通报称：射洪某跆拳道馆相关负责人
为蹭热点，想要达到宣传跆拳道馆的目的，组织7人在射洪城
区某烧烤店外摆拍“女子被调戏，男子见义勇为打跑骚扰者”
的视频，并剪辑添加“再现唐山打人事件”“续唐山事件后”等
文字内容上传网络。警方提醒，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查处制
造传播谣言的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为博关注，无底线刺激公众的神经，消费公众的情
绪，此种行为混淆视听，误导公众，扰乱了社会秩序，产
生了很恶劣的影响，不仅逾越了道德底线，甚至触碰了
法律底线，视频制作者应该付出应有的代价。

专家呼吁将性教育纳入家庭教育，家校社协同推进

女报 访专专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周韵曦

6月14日，江南大学和深圳大学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皆发布情况通报，就该校
学生在校内因实施用手机偷拍异性隐私行
为，被学校和公安机关处分处罚做出说明，
引发社会关注。近年来，校园“偷拍、偷窥”
事件屡见网端，引人深思。不少专家认为，
现象的背后是我国性教育的缺失。

国务院妇儿工委办中小学性别平等教
育项目专家冯继有告诉中国妇女报全媒体
记者，校园“偷窥、偷拍”等违规违法行为产
生的原因既涉及性心理问题也涉及性道德
问题，其中性道德问题因性权利与性责任
意识的缺失而产生。

冯继有认为，当前我国性教育在整体
上依然薄弱，并且有两大缺失，一是缺乏社
会性别和性别平等意识，二是忽视男孩的
性教育。

“若抛开性别，就无法理解什么是性。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国际社会提
倡的性教育也是基于社会性别的全面性教
育，《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修订版）
要求‘培养相互尊重的社会关系和性关系，
帮助儿童和年轻人学会思考他们的选择如
何影响自身和他人的福祉，并终其一生懂
得维护自身权益’”。冯继有还指出，“一些
学校的青春期教育主要针对女生，男生家
长谈起性教育则常说，‘幸好我家的是男
孩”。他强调，“不能一边教女孩学会保护

自己，一边让男孩变成她们需要防卫的
人。”

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21—2030）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21—2030）均明确要求，在大中小学和
幼儿园全面广泛地开展性别平等教育。

“校园‘偷窥、偷拍’事件的治本之道，就是
在性别平等教育的框架下，加强全面性教
育。”落实到实践中，冯继有建议，“观念要
全面，教性生理，更教性别平等；对象要全
面，教女生，也教男生；实施要全面，学校、
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协同推进。”

促进家庭教育也应包括性教育。冯
继有提到，在2022年2月印发的《上海市
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修订）》中，“性别”一

词出现11次，其中“性别平等”一词出现
两次，“性教育”出现3次，且跟“提高性别
平等意识”“性别平等教育”联系在一起。

“尊重是性别关系的核心，也是性别平等
教育和全面性教育最重要的一课，学校、
家庭和社会都有责任帮助孩子学好这一
课。”他说。

此外，冯继有认为，校园“偷窥、偷拍”
行为还与互联网及色情媒介有密切关系。

“色情媒介对性关系和性行为不真实的描
述会扭曲人的自我认识和对他人的态度，
互联网对其传播又起到加速和放大的作
用。我们亟须突破这一难点，帮助信息时
代的孩子接受到全面性教育中正确价值观
的引领。”

□ 张西流

高温酷暑季节即将来临。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
的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劳动保护工作，有效预防和控制
职业性中暑事件，全国总工会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2年职
工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对职工防暑降温工作进行部署。

入夏以来，各地高温天气持续不断，有关防暑降温的话题也
持续升温。此前，多地开启了高温津贴发放模式，有的地方还提
高了津贴标准。同时，各地采取积极措施，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事实上，2012年7月修订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已
对高温补贴、工作时长、工伤认定、降温措施等核心内容，从法
律上进行了明确界定与规范，强化了执行力与责任追究，以此
杜绝高温灾害给人们造成的伤害，既体现了国家对劳动者最
大的关怀和尊重，又可以检测地方政府关注民生温度的诚
心。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些单位并没有把高温关怀当成
权益保障。例如高温津贴被某些用人单位克扣；很多室外岗
位，譬如建筑工人、环卫工人等，长期在高温下从事高强度劳
动，更是成为一种“惯例”。

可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也是一道民生考题。提高高温
津贴标准也好，出台防暑降温措施也罢，关键在于落到实处。
针对最近的高温天气，有关部门要严格监督落实管理办法，采
取积极措施为市民防暑降温，尤其是很多室外岗位，譬如建筑
工人、交通警察、环卫工人等，长期在高温下从事高强度劳动，
高温补贴等权益必须及时跟上。

除此之外，最不容忽视的是，高温权益不仅是劳动者的权
益，也是所有公民的权益，公共服务也要尽可能为百姓避暑降
温创造条件。比如，在无法使公交车都变成空调车的情况下，
在车上多装几台电风扇；餐馆饭店在客人到来之前就把空调
打开；商场超市除了供应冷气外，再添置一些可以坐下来休息
的设施等。农村的防暑降温同样不容忽视，有关部门应指导
农民做好高温下的防护，及时向农民讲解消暑知识、保健常
识，增强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林志文

“全国低碳日”之际，广州市妇联举办“落
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系列活动，揭
晓寻找2021年广州绿色家庭名单，并举办
2022年广州家庭义务植树活动和2022年

“百校千家绿色计划”绿色家庭实践活动，倡
导羊城市民和家庭做低碳生活的倡导者、低
碳理念的传播者、低碳生活方式的践行者。

寻找绿色家庭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全
国妇联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关于印发
〈绿色家庭创建行动方案〉的通知》，广州市妇
联联合市发展改革委、市教育局等部门开展
寻找2021年广州绿色家庭活动，让生态文明
理念进一步深入家庭，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尚
绿色生活的文明新风尚。

活动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绿色家庭优
秀典型，这些家庭具有很强的绿色环保意识，
坚持环保节能的生活，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并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身边的亲朋好友，争
做绿色生活的倡导者、参与者和践行者。

近日，主办方公布2021年广州绿色家庭
名单，对10户绿色家庭进行通报，并希望绿
色家庭再接再厉，用实际行动示范引领广大
家庭提升生态文明素养，养成健康文明的生
活方式，争做绿色生活的倡导者、参与者和践
行者。希望广大家庭向绿色家庭学习，创绿
色家庭，树和美家风，享美好生活。希望各级
常态化开展寻找绿色家庭活动，动员广大家
庭积极参与家庭文明建设，为推动广州实现
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做出新贡献！

增添一抹绿色，种下一片希望
缤纷六月，生机勃勃。在刚刚过去的第

51个世界环境日，市妇联、市林业和园林局联

合主办了“携手添新绿‘童’你向未来”——
2022年家庭义务植树活动。

为充分发挥“羊城小先锋”在少年儿童
中的榜样示范作用，带动更多的人参与生态
文明建设，营造生态友好、全民参与、共建共
享的良好氛围。活动特别邀请“羊城小先
锋”家庭代表以及绿色家庭代表参加义务植
树，为广州增添一抹绿色，种下一片希望。

经过大家的辛勤劳动，一棵棵树苗迎
风挺立，生机勃勃。小朋友们开心地看着
和父母共同种下的小树苗，亲手给小树苗
命名挂牌，为“新中心”添新绿，延续着新希
望，活动既增进了亲子之间的感情，又引导
孩子们从小树立植树护绿爱绿的意识，也
将亲近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深深植根于
孩子们心中。

百校千家共启绿色计划
6月15日，落实“双碳”行动 共建美丽

家园——广州市“百校千家绿色计划”绿色
家庭主题实践活动在海珠区宝玉直实验小
学举行。

在“全国低碳日”宣传活动中，广州市妇
联发动各方积极参加“绿色家庭主题实践活
动”，海珠区妇联、海珠区宝玉直实验小学、
广东省岭南教育慈善基金会、中山庆琏金属
制品有限公司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开展“百
校千家绿色计划”，面向 100 所学校招募
1000个家庭，家校互动，小手牵大手，通过
学生带动家长参与亲子绿色种植，开展劳动
教育，带动全社会形成崇尚绿色生活的文明
新风尚。

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活动引导更多力
量主动参与到保护生态环境的实践中，让更
多家庭了解低碳生活的意义，带动更多家庭
努力建设成为绿色家庭，争做低碳生活的倡
导者，低碳理念的传播者，低碳生活方式的
践行者。

做低碳生活倡导者、传播者和践行者

落实“双碳”行动 共建美丽家园

6月 15日，中国
队球员李盈莹（右）在
比赛中扣球。

当日，在菲律宾
奎松市举行的 2022
年世界女排联赛分
站赛中，中国女排以
3:0 零封比利时队，
收获世联赛第二阶
段开门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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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高峰
□ 杨玉娟 杨森德

“伯伯，你的血压较昨天降下来了一
些，没有事的，等明天我再来测一下，看看
是否开药给您，不要担心，注意不能抽烟喝
酒了，吃清淡些……”一如既往，贵州省黄
平县翁坪乡潘家村“跛脚村医”潘寿兰一瘸
一拐来到高血压患者潘家廷家中，按时为
他做血压测量，并讲解如何调整生活方式。

被村民称为“跛脚村医”的潘寿兰今年
42岁，从事乡村医生工作已经22年。在她
出生8个月的时候，因为村里医疗条件落
后，潘寿兰身患小儿麻痹症没有及时就医，
导致肢体四级残疾，从此走路只能一瘸一
拐。然而，身体上的残疾并没有让潘寿兰
失去对生活的信心，相反，在父母的鼓励
下，她磨砺得更加坚强，还以优秀的成绩考

上黔东南州卫校。
中专毕业后，潘寿兰放弃了在县级医

院实习的机会，果断回村当起了村医。“记
得小时候，家乡交通条件很差，相连几个
村都没有卫生室，老百姓几乎不知晓卫生
知识，常常是小病只能忍着，病情严重的
话，只能叫几个年轻人用竹架抬到县里
去医治，单程就有三、四个小时的行程。”
村里缺医少药的情景常常会浮现在潘寿
兰眼前，看到很多人像她一样因病而苦，
她下定决心做一个能为大家解决疾病疾
苦的村医。

“她学到医学知识后回到了偏远家乡，
用自己的汗水和真心，让全村2000多口村
民走最少的路、花最少的钱把病看好。”村
党总支书记杨莉说，潘家村距离县城70多
公里，而且山岭起伏、道路崎岖，但潘寿兰
不管是天晴下雨、风霜雨雪，只要村民有需

要，就能见她一瘸一拐的身影。“行医这22
年来，累计入户看诊4万多公里，可以说她
就是我们大山深处的健康‘守护神’。”

2022 年除夕，普降大雪，路面到处结
冰。长期病重卧床的老年人吴珍美大半夜
突然发烧，潘寿兰顾不上漆黑和路滑，带上
药品器具，跛着脚，上门给老人看病、打针、
输液，直到老人退烧后才回家。

其实，在潘寿兰 22年的村医生涯中，
类似的情况太多了。最让她难忘的是
2008年 8月 13日，那夜下着瓢泼大雨，一
个村民的孩子发热，她打着手电赶去，结果
脚下一滑，不慎摔倒在地。为了保护药箱，
自己摔得鼻青脸肿，头部受伤出血，然而她
依然忍着剧痛为孩子看病。她说：“病人家
属在半夜打来电话，这本身就是对我的一
种信任和托付，我感到非常荣幸。”

也正是心里时刻装着村民，把村民当

成家人，潘寿兰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因为
丈夫外出务工，家里只剩下她和年老的父
母，村支“两委”干部、驻村干部以及四邻
乡亲不仅每年农忙时自发地帮助潘寿兰
干农活儿，平时也隔山差五帮她照顾老
人。

“一个人，一个药箱，一个村庄，‘一瘸
一拐’就是22年，22年里，她每天都要从山
沟到山头，再从山头到山沟，一个月差不多
走坏一双鞋，却依然在风雨中用信念和坚
守，换来了当地民众的健康。”第一书记潘
开义动情地说，潘寿兰这种把人生最美好
的年华默默奉献给了基层卫生事业的精
神，将会不断影响着更多人投身乡村振兴
中来。

潘寿兰说，她将继续当好村民的“护门
神”，用自己的微薄之力来守护这座村庄健
康。

“跛脚村医”22年徒步4万公里守护村民健康
一个人 一个药箱 一个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