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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粗口、打架斗殴、外貌崇拜、行贿班
干部、描写自杀细节……一些问题童书正
侵蚀孩子的精神世界，其中不乏销量动辄
上百万册的爆款。

问题童书呈现写作速成、内容劣质、
三观有毒三大特征。

如号称总发行量超过700万册的《装在
口袋里的爸爸》描写学生跳楼自杀细节，并
称其为“像一片树叶一般飘向大地……坠
入一个绚丽无比的隧道里”；一些系列奇幻
作品还大量描写酷刑、血腥、鬼怪等惊悚情
节；有的童话故事甚至描写小男孩幸灾乐
祸地看着老太婆被活活烧死，等等。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张荣伟
说：“孩子的人生观尚未建立，是非鉴别能
力弱，过早接触问题童书中扭曲的三观，
可能引发孩子模仿，后果不堪设想。”

问题童书背后是法律关、审核关、营
销关的层层失守。

首先，相关法律条款表述模糊，给基
层执法带来难度。我国《出版管理条例》规
定儿童读物“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
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
的内容，不得含有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但基层执法人员
认为，“违反社会公德”“残酷”等概念模
糊，实际执法时难以拿捏尺度。

其次，出版社良莠不齐，审核不严，急
功近利。记者了解到，全国有500多家出版
社参与童书出版，而少儿出版社只有 34
家，不少出版社实际达不到童书出版专业
要求。

最后，过度、虚假宣传易迷惑家长、老
师。业内人士透露，有的图书宣称“某某专

家支持”，实则是骗取而来，出版社只是将
样书寄给某位知名专家，并未获得授权。

受访专家认为，童书产业不能变成
“资本狂欢”的舞台，应强化市场监管，提
高家长儿童分辨问题童书的能力，让孩子
与健康、有品质的图书相伴。

从市场监管角度说，一方面应细化
法律界定模糊的内容，让约束“问题童
书”更具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可制定适合
中国国情的少儿读物分级建议标准，在
童书封面醒目注明适合的年龄范围。此
外，还应把好童书准入关，适当抬高童书
出版门槛。

张荣伟认为，面对问题童书，更重要的
是培养孩子的阅读免疫力，老师和父母应
通过师生共读、亲子共读等方式，引导儿童
分辨问题童书，自觉远离摒弃问题内容。

童书为何变“毒书”
林 超 邓倩倩

在百度搜索“溺水”二字，
弹出的搜索结果是这样的：

8 月 14 日，湘西凤凰县
廖家桥镇七旬老人带5岁孙
女游泳，孙女获救，老人不
幸溺亡；

8 月 13 日，内蒙古巴彦
淖尔市五原县义和渠内 12
岁女童溺水身亡；

8月12日晚，常德鼎城区
一男孩溺水，所幸被鼎城区郭
家铺派出所的两名辅警救起；

8 月 11 日，杭州一游泳
馆 ，6 岁 男 孩 溺 水 住 进
ICU……

层出不穷的溺水事件让
人吃惊，一幕幕人间悲剧令
人扼腕。

暑假，一直是溺水事故的
高发期，而根据教育行政部门
提供的数据显示，溺亡也成为
了我市学生非正常死亡的“头
号杀手”。究其原因，安全教育
力度有待加强、学生本身的自
控力较差、缺乏必要的安全避
险能力、监护人思想麻痹大意
等都是重要诱因。

笔者认为，要切实做好学
生防溺水工作，保障中小学生
的生命安全，就必须多措并
举，形成防溺水的强大合力。

一要提升学生的安全防
范意识。对于中小学生
来说，危险在“好玩”面
前往往微不足道，这就

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建
立健全相应的安全教育工作
制度，根据时令特点和实际
情况，实行有针对性地安全
教育。同时，进一步落实家校
定期沟通机制，加强家校互
动，强化家长的“安全第一责
任”意识。

二要构建安全的学生活
动环境。在天然水域设立安
全警示标志，张贴防溺水宣
传标语，加强事故多发水域
的巡查，同时加强对非天然
水域的监管，落实安全生产
责任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
预防溺水事故的发生。

三要加强全社会对防溺
水的监管。暑期，学生们散居
各地，不要说老师难以监管，
甚至是家长都难以时刻照
顾。这就需要全社会的共同
关注，需要人人都当宣传员、
劝导员，及时对学生的危险
行为进行劝阻。

当然，预防学生溺水工
作要“堵”，更要“疏”。社会、
学校、家庭还是要积极创造
条件，让学生掌握必备的游
泳技能，学会自救的方法，再
加上有效的教育和监管，防
溺水工作一定能够取得良好
的收效。

疏堵结合防溺水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真好吃！”隆回县岩口镇中心小
学的学生彭珊一边喝牛奶一边微笑着
说。彭珊长得有点瘦弱，留守儿童，家
庭贫穷，早晨总是随便吃点东西就匆
匆来上学，每天喝牛奶，吃营养餐是她
以前不敢奢望的事情。

“想不到孩子上小学以来，他的脸
色竟然变得这么红润了”。一位学生家
长高兴地说。

孩子们的这些喜人变化，归结于
该县从2012年2月份开始实施的一场
惠及全县300多所农村中小学校12万
余名学生的营养改善计划。为把这项
社会“民生工程”打造成“放心工程”和

“阳光工程”，有一批默默无闻付出的
工作者。“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一项利
民政策，是党和政府为人民做的一件
好事，我们要把这件好事做好做实，容
不得半点马虎。”该县教育局学生营养
办专干魏琛表示。

隆回县教育局学生营养办牵头负
责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
实施、指导和监督检查。为切实搞好学
生营养改善计划工作，魏琛随同学生
营养办成员多次深入学校现场调研，
走访师生及家长代表，摸清底数，因
地制宜，科学规划，不断创新供餐模
式和供餐内容。该县增强责任意识，
健全营养改善计划长效保障机制，确
保了这项社会民生工程规范安全、稳
妥有序地实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
为先”，该县时刻把食品安全放在首
位，以对社会、对人民、对学生、对家
长高度负责的态度，确保让每一位学
生都既能吃得上，吃得好，又能吃得
营养，吃得安全，坚决杜绝食物中毒
事件的发生。

自从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以来，学
生课间“饿”的感觉没有了，身高体重
也有了增长，贫血率大幅下降，请病
假、缺勤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了，学生营
养健康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让每一位学生

吃得更好
邵阳日报记者 袁进田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
对在乡镇从教28年的孙向东的真实写照。

持续充电有内容。教师教书育人，前三
年先教自己，但是对于孙向东来说“教自
己”可不仅仅是三年。他用教育知识理论充
实自己，不断学习新时代下的新的教学内
容和教学形式。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孙向
东积极响应学校“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带
头参与网上教学和县市级网课的录制，所
执教的网络直播课《三大改造》荣获县一等
奖。同时，他参与的课题获国家一等奖，个
人获国家教师科研专项基金课题研究“先
进个人”，论文获中国梦·全国优秀教育教
学论文评选一等奖。

一心服务为他人。孙向东把自己定位
为“服务员”，为学生服务，为年轻老师服
务。为了当好“服务员”，孙向东做课堂教学
改革的急先锋，积极地参加教学竞赛、指导
学生参赛、撰写论文、参加优秀教案评比等

教研教学活动，在实战中不断的磨砺自己。
他把主动权交给学生，做好学生人生舞台
上的启蒙人，辅导的学生在许多比赛中获
取了优异的成绩。他积极热情的帮助青年
教师，做好他们的引路人，他帮助的青年教
师得到了迅速成长。

投身扶贫不打折。孙向东协助校长统
筹布置扶贫任务，同时作为学校扶贫组长，
坚持每月下村扶贫走访，和贫困户谈心，详
细了解贫困户信息，完善结对贫困户扶贫
信息资料，扎实地完成了扶贫工作的各项
任务。他每次去贫困户家，除了向贫困户宣
讲政策，他还看看贫困户米袋子里是否有
米，拧一下水龙头是否有水，拿起扫把把屋
子打扫一遍。

孙向东同志先后被评为县“优秀教师”
“德育先进工作者”“师德标兵”“禁毒宣传先
进个人”，镇“课改先进个人”“优秀党员”“骨
干教师”“学习标兵”等，并多次获县嘉奖。

28年深耕乡村的“服务员”
——记隆回县滩头镇中学教师孙向东

通讯员 王清

邵阳日报讯 （通讯
员 蒋宁 蒋伟国） 为提
升学校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日前，邵阳县举行第十期中
小学“校长沙龙”活动。

针对现阶段全县学校管
理的实际情况，邵阳县教育
局进行了现代化管理的有益
探索，科学运用先进技术手
段替代传统的管理模式，实
现全县各级各类学校管理的
现代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提
升学校公众形象、增强学校

综合竞争力，实现学校超常
规、跨越式发展。

活动中 ，40 名挂职校
长分成三个管理团队，分
享管理经验及学习体会，
就在建的县芙蓉学校、思
源学校的模拟管理进行专
题研究，并从学校教师、学
生、后勤服务、家校合作、
信 息 宣 传 等 方 面 进 行 交
流、研讨。与会人员还对
挂职校长的模拟管理进行
了量化评分。

邵阳县学校模拟管理探新路

美丽的赧水河边，有一所曾家坳中学。
在三尺讲台上，有一位工作严谨、为人谦和
的老师，他就是陈当查。

1984年9月，时年16岁的陈当查以优
异成绩考取邵阳师范。毕业后，不到19岁
的他来到隆回小沙江一所破烂不堪的中
学，三个年级四个班，只有他一名英语老
师。面对有些个子比他还高、读起英语来却
怪声可笑的学生，他自费购买录放机和朗
读磁带，带领全校学生从学习英语字母、音
标开始，不久学校便形成了“读英语、背英
语、用英语”的校园氛围。一年时间，他将全
校整体英语成绩提高了一倍多，许多学生
跨进了师范学校、重点高中的大门。

1990年9月，因成绩优异，他被调到石门

中学，担任班主任，既教语文又教英语。学校
规定毕业班必须在校寄宿，当时寄宿条件差，
冬季，他每天用自己宿舍里的火炉烧水给学
生用，成了学生寄宿生活中的“暖男”老师。那
一年，学生的毕业成绩取得历史性的大丰收。

1994 年，他被调至曾家坳中学，学校
成了他的家。在“普九”攻坚战中，为了一个
距离学校十几里的辍学学生，他前后十七
次家访，并解囊助学。2008年至今，他还担
任学校出纳工作，公正无私、毫厘不差，受
到领导和老师们的赞许。

参加工作以来，他在义务教育、素质教
育、课堂情趣教学、新课程改革的潮流中，
潜心钻研、大胆探索，先后有二十余篇教育
教学及课改论文获国家级、市县级奖；十次

教学比武获县、乡级一等奖；辅导学生参加
各级各类竞赛获奖三十余次。更是荣获“优
秀班主任”“优秀教师”“教育功臣”“德育先
进工作者”以及十次县“嘉奖”。

在学校领导的心目中，他谦虚上进、吃
苦耐劳、诚信守纪；在同事们的眼中，他真
诚热情、埋头实干、不计名利；在家长们的
口里，他态度和蔼、爱生如子、品行端正；在
学生们的记忆里，他严慈相济、以身作则、
教学有法。

葱茏少年时，他坚定地选择了教师行
业，在共和国乡村基础教育的征程上，默默
无闻坚守了33年。他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
党的乡村教育事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从不言悔。

一 颗 初 心 一 生 坚 守
——记隆回县扎根乡村教育的教师陈当查

邵阳日报记者 肖燕

8月9日，隆回县北山镇小学生跟随家长在剥百合。
北山镇中心校为孩子制定暑假社会实践活动，让劳动成为孩子暑期的“必修

课”，着力培养孩子动手、协作、创造等能力，以及尊重、责任、感恩等优良品德。
通讯员 罗理力 刘遐 摄影报道

8月16日，邵阳家乐红职业培训学校的学员们正在
进行婴儿护理的操作学习，该校开设了母婴护理师（月
嫂）、催乳师、小儿推拿师、育婴师、月子配餐师、保洁师
等培训课程。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实习生 方弘宇 江玉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