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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聚焦

热点 话题

平价店受追捧，品质为王是关键

瞭望塔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评论员 任思凝

新规之下，课后服务如何更规范？

把开展课后服务作为育人契机，建立新的教育观、学习观、学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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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等四部门日前
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
育课后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通
知要求，严禁随意扩大范围，严禁
强制学生参加，严禁增加学生课业
负担，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
费，严禁不符合条件的机构和人员
进校提供课后服务。新规将于
2024年春季学期起正式实施。

随着“双减”政策实施两年多
来，课后服务工作受到普遍欢迎。
但与此同时，有的地方和学校也出
现了“走偏”的苗头。比如把“课
后”服务延伸到午休、晚自习、周末
甚至寒暑假，课后服务的内容出现
新的教学内容，导致学生不得不参
加，反而增加了学生额外的学习时
间，变相加重课业负担。有些地方
课后服务政策在小学落实得不错，
在中学却“变形”。

有些学校利用课后服务的“幌
子”，照顾关系户，把不符合资质的
机构引入学校，看似第三方收费，
跟学校无关，实则“搭车”收费，将
午托、晚托也涵盖在内。

部分教师和家长对政策认知存
在偏差，有教师认为课后服务的主
要作用就在于提高学生的学科成
绩，也有不少家长理解课后服务就
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更看重巩固当
天所学知识以及作业辅导，而忽略
课后活动的开展以及兴趣的培养。

新规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课
后服务的时间范围和内容，特别是
把早（午）托、晚自习及周末排除在
课后服务之外，明令禁止在课后服
务时间刷题、讲授新课和集体补课。

事实上，为避免课后服务“走
偏”，部分地区已有探索。针对课
后服务可能出现的乱收费问题，广
州构建“基本托管+素质拓展”的课
后服务模式，基本托管部分落实财
政补贴，素质拓展部分按公益普惠
原则收费。

针对引入第三方机构可能出
现的乱象，广州一些区建立课后服
务机构遴选机制或第三方社会机
构评估退出机制，加强全过程质量
监督。如天河区建立“民主商定—
签订协议—公示”流程；荔湾区不
定期通过数据核查、实地调研、推
门听课、走访座谈等途径，评估课
后服务质量；黄埔区借助“互联
网+”平台进行满意度评价。

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虽然课

后服务在全国中小学已经“百花齐
放”，但是要行稳致远，还需要参与
课后服务的老师和广大学生家长
进一步统一和深化对课后服务的
认识，把开展课后服务作为育人契
机，建立新的教育观、学习观、学生
观。相关部门应提供必要的资源
和资金支持，包括为学校配备足够
的师资、教学设备和场地等，以及
为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提供合理
的报酬。

多位教师和家长建议，要确保
新规有效执行，还需要建立完善的
监督机制，包括教育部门定期检
查、学校内部自查以及鼓励社会监
督等。对于违规行为，应依法依规
进行严肃处理。
据新华社

新京报：
雕塑“一孩变三

孩”，何以引关注？
武汉汉口江滩雕塑“一孩变三

孩”？近日，长江日报记者现场看到，
确有一处看起来比较新的雕塑为两
个大人与三个孩子。

这个雕塑名为《美好未来》，设计
师介绍设计的初衷是希望以一个家庭
来反映生活的美好，造型有“花好月
圆”的寓意。有专家明确表示，江滩雕
塑“一孩变三孩”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宣
传三孩政策。人们或许有些意外于作
品紧跟时事，但这其实也正常。雕塑
作为公共空间的一种表达形式，本身
也应和时代同步。城市雕塑的功能，
除了视觉上的欣赏和精神上的文化熏
陶之外，还具有“纪念符号”的意义。
将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定格，是城市
雕塑的题中之义，也有营造氛围、凝聚
共识的作用。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会慢慢习惯这个雕塑，雕塑会更
自然地融入城市的图景。

南方都市报：
为什么会感觉“外

卖骑手越来越多了”
近期，关于网约车司机过剩、外

卖骑手越来越多的新闻引发了社会
关注。实际上，为保障冬季外卖消
费，持续扩大就业供给，不少外卖平
台正在启动冬季骑手招募，招聘区域
主要集中在华北、东北等地。由此也
引发了一些不解：外卖骑手到底是过
剩还是紧缺？

由于外卖就业市场季节性、区域
性的差异化波动，关于劳动力紧缺或
者过剩的论断，不能简单适用于灵活
就业市场和新就业形态。外卖骑手、
网约车司机、快递员这类职业，因为门
槛低、转换快、时间灵活、收入不算低，
不但可以作为兼职补充一份收入，也
可以成为求职过程中的过渡性工作。
正因为骑手职业有较强的灵活性，群
体流动性较大，所以，各种调节方式是
有效的，骑手整体数量并不会出现明
显增加或减少，外卖市场可以平稳发
展。当然，这样面向社会的大规模招
募，就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

经济日报：
拼团贷款应守牢

合规底线
爱“拼”才会“盈”、利息就要“拼”

着省……近日，多家银行推出拼团贷款
优惠活动，助力2023年底信贷冲刺及
2024年“开门红”活动，引发市场关注。

拼团贷款指的是银行通过降低利
率或提高额度等优惠条件，吸引多个
客户组成团体、共同申请贷款的活
动。为啥这么“拼”？主要是因为银行
面临信贷业务压力，通过拼团方式可
以刺激贷款需求，实现获客目的。但
拼团贷款可能涉及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和监管要求的情况值得注意。如拼团
贷款的利率可能根据参与人数不同而
异，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不透明的问题；
有的消费者为了帮助亲友“凑单”，也
会参与拼团贷款，从而承担不必要的
风险；有的消费者可能将消费贷款套
现，资金流向非消费领域或高风险领
域，放大风险水平。因此，银行在推出
拼团贷款的同时，应守牢合规底线。

近年来，从零售到餐饮，平价消费
赛道日渐受到市场关注和青睐。据

《工人日报》1月1日报道，以2元面包
店、10元快餐店为代表的平价商品和
服务逐渐走红，一些主打“超值”的平
价店生意火爆。而这些平价店的低价
策略能维持多久，还有待市场检验。

平价店受追捧，最直观的原因
是高性价比。2 元面包、10 元快餐、
10 元理发，与动辄十几元到上百元
的食品、服务形成鲜明对比，在这些
平价店里，眼花缭乱的营销噱头、增
值服务大多不存在，为消费者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事实上，即便人们能够支付得
起价格高昂的产品，也更青睐高性

价比。这反映出人们消费观念的
“返璞归真”，在他们眼中，产品品质
与实用价值才是关键。与此同时，
消费者追求平价消费，实则也是在
拒绝为不合理的溢价买单，个性包
装、营销噱头已不是吸引他们消费
的重要原因。

当 然 ，平 价 店 的 兴 起 并 非 偶
然。一方面，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
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追求高
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而高昂的价格
常常让人们望而却步。此时，平价
店的出现正好填补了平价市场的空
白，既回应了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又
降低了消费门槛，让更多的人能够
满足对物美价廉的追求。

另一方面，“平价风潮”的兴起，
也得益于社交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助
推。平价店借助这些平台的力量，
不仅节省了营销成本，还在短时间
内提升了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了
众多的消费者前来消费。

然 而 ，若 想 物 美 价 廉 并 非 易
事。商家必须面对的难题是，如何
在成本压力和市场竞争下，平衡好

产品的价格与品质，保证消费者的
体验？如何提高复购率，寻求创新
卖点，用产品与服务本身，去留住
那些抱着“打卡”心态去消费的消
费者？

话说回来，消费者也需理性看
待平价消费，既不盲目追求低价，也
不忽视对自身需求的满足。事实
上，消费者明白“一分钱一分货”的
市场规则，他们在追求“价廉”的产
品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物
美”的严苛追求。

只不过，商家不能因此就打着
“价廉”的旗号，在产品质量与服务
上动歪心思。否则，就可能会造成

“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导致质量
安全整体下滑，哪怕社交媒体平台
再具有影响力，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应该能
容得下那些价格高昂的产品，也应
该有高性价比产品的一席之地。对
于商家而言，要想从吸引消费者到
留住消费者，“品质为王”始终是第
一位的。毕竟，产品品质才是丈量
商家能走多远的关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