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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此
一
说

“反向春运”：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乡
坐火车回家，无奈抢不到火车

票；乘飞机回家，恐怕得花去一个月
的工资。两难之下，一些在大中型
城市打拼的上班族，打算过一个“反
向春运”年，将父母从老家接到工作
地过年。（12月10日《现代快报》）

回家过年，是千百年来春节永
恒的主题，也具有特殊的意义。一
定要回家过年，就是为了在辞旧迎
新之际，郑重宣示自己对家庭永远
不离不弃的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
无疑将使亲情的纽带更加牢固。显
然，即使平时“常回家看看”，也绝对
不能替代春节的回家，“反向春运”
确实有些遗憾。毕竟，可以将父母
接来，但接不来一个老家，更接不来

家乡过年的氛围。
但当“坐火车回家，无奈抢不到

火车票；乘飞机回家，恐怕得花去
一个月的工资”，还有比“反向春
运”更好的办法吗？而且，与回家
过年相比，“反向春运”也有着让人
心动的诱惑。首先，不必为返乡车
票弄得心力交瘁，相反，“反向春运
航线的机票价格却一路跌至‘白菜
价’”，因此“与其一个人花上几倍
的价钱回家，不如把爸妈接到身边
来过年”。

其次，这也可以让自己得以与
父母团聚，聊补思乡之苦，共享天伦
之乐。如一位上班族所说，“父母从
来没有来过南京，正好趁着过年带他

们在南京转转。”实际上，许多老人很
少出门，趁此机会不再每天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地操劳，这其实也可以当作
一次难得的外出度假和旅游。于子
女来说也是尽了孝心。

再次，“反向春运”也是各地民
俗文化融合的契机。在异地他乡，
老人按照当地的风俗过年，也带来
了有乡土气息的年味。弘扬了当地
的传统文化，也让城乡文化因此交
融，彼此吸取营养，得以提升和发
展。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不仅减轻
了春运的压力，也有利于节后开工，
于当地经济和企业的发展，都不失
为一个“利好”因素。□钱夙伟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公安部交
通运输部关于推进机动车驾驶人培
训考试制度改革意见的通知》，《通
知》提出，试点小型汽车驾驶人自学
直考，在有条件的地方，试点非经营
性的小型汽车驾驶人自学直考。允
许个人使用加装安全辅助装置的自
备车辆，在具备安全驾驶经历等条
件的随车人员指导下，按照指定的
路线、时间学习驾驶，并直接申请考
试。（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03版）

实现驾照自学直考，是一件好
事情。但是，对于监管部门来说，更
应该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想在前面，
这就需要放开的时候，还要攥紧监
管、安全、服务的缰绳。

就目前情况来看，最值得关注
的是，能够适合练车的场地，除了
各家驾校之外，还真没有多少适
合的地方。没有练车的地方，一
些想依靠自学直考的人，就可能
选择在道路上练车，这就是巨大
的安全隐患。

解决场地的问题，无疑就能勒
紧安全的缰绳。这就需要在实施驾
照自学直考政策之后，各地方重视
建设足够的适合练车的公益场地。
这个场地应该是完全免费的。因
为，只要你收费，就可能将原本想到
公益场地训练的人逼到马路上。而
且，还应该设定一个底线，所有自学
驾驶技术的人都不能到道路上练

车，如果在道路上练车就应该依照
危险驾驶罪处罚。

而在有了场地之后，还需要关
注的是如何自学成才的问题。也就
是说不能仅仅是“照着样子学”。很
显然，一些人会跟随兄弟姐妹或者是
父母朋友学习驾驶技术。就驾驶技
术而言，即使是一位开了多年车的司
机，也未必能通过技术考试。这是因为
实际的驾驶技术和规范的驾照考试，还
是有点不同的。这个时候，我们是不
是也能延伸服务，在公益训练场地安
排必要的“义务指导员”。一方面，可
以监督自学驾驶时候的安全；另一方
面，可以确保他们学习的技术是符合
驾驶规范的。 □郭元鹏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的《2014年
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
44.2%的青少年不参加体育锻炼的原因
是“怕影响学习”。你想对这些不爱锻炼
的孩子说些啥？
（12月10日《中国青年报》）

“体育锻炼影响学习”
可谓竭泽而渔

@杨朝清：“体育锻炼影响学习”说
到底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做法，不可避免
会对青少年的长远发展带来负面效应。

@谢庆富：学生的好成绩和好身体
并非对立的，好身体可以促进学习成绩
的提高，而正常参加体育锻炼是保持好
身体的前提。

让孩子动起来
要发挥好体育老师作用

@于静：想办法让孩子动起来，培养
他们参加体育锻炼的兴趣，这是学校、家
长、教育部门的共同责任。

@刘英团：一张试卷就考出了所谓
“主课”任课老师的业绩和能力，学生试卷
上的考分就是老师们的成绩或工作成果的
体现。而体育老师的成果又是什么呢？几乎
无从考核。基于此，调动学生的锻炼积极性，
必须注重加强有关校园体育教育的机制建
设，让专业体育老师带好头，发挥好作用。

“驾照自学”来了，我们上哪儿去练车？今
日
头
条

@
“体育锻炼影响学习”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