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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指APP信息内容乱象
专项整治来了

新华社电 记者5日从国家网信办获悉，
针对部分移动应用程序（APP）传播淫秽色
情、暴恐血腥、虚假广告等违法违规信息，国
家网信办即日起开展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本次
专项整治将以资讯类、社交类、音视频
类、教育类、电子读物类、生活服务类
APP为重点，着力解决传播违法违规信
息、提供违法违规服务、服务导向背离主
流价值观等突出问题。该负责人表示，
对违法违规APP运营者将依法依规约谈
警告、责令整改，对违法违规APP采取暂
停版块或功能、关停下架等处置措施。

专项整治期间，网信部门欢迎广大
网 民 积 极 提 供 线 索 信 息（网 址 ：
www.12377.cn）。网信部门将依法依规对
举报线索进行核查处置。

新华社电 曾经高达万元的冠脉支架
进入“千元时代”。记者从国家组织高值医
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获悉，从冠脉支架
入手的首批国家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
购，已于 11月 5日在天津产生拟中选结
果。本次集采产生10个拟中选产品，冠脉
支架价格从均价 1.3万元左右下降至 700
元左右。

据悉，本次集中带量采购的冠脉支
架材质为钴铬合金或铂铬合金，载药种

类为雷帕霉素及其衍生物，采购周期为
两年。医疗机构临床常用的主流产品
基本中选，覆盖医疗机构意向采购量的
70％以上。与 2019年相比，相同企业的
相同产品平均降价 93％，国内产品平均
降价 92％，进口产品平均降价 95％。按
意向采购量计算，预计节约相关费用
109亿元。

记者了解到，相关企业积极参与本次
集采，共有 11家企业参与投标，涉及我国

境内注册上市的 26个冠脉支架产品。通
过竞争，产生拟中选产品10个，分属于8家
中外企业。医疗机构也积极参与本次集
采，共有 2408家医疗机构参与，其中年采
购量大于 500个的 851家医疗机构全部参
加。首年意向采购量达到 107万个，接近
2019年载药铬合金支架采购量（109万
个），占2019年全部材质采购量（165万个）
的65％。

对于此次冠脉支架的国家集采拟中选

结果，国家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
购司司长钟东波评价为：让老百姓得实惠、
让医疗机构受鼓舞、促医药产业高质量发
展。据介绍，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
采购是治理高值医用耗材价格虚高、流通
乱象的重要举措，是全面深化医药领域集
中采购改革的关键一环。采购价格大幅降
低，将显著减轻群众医药费用负担。预计
全国患者将于2021年1月用上国家集采降
价后的中选产品。

国家集中带量采购

冠脉支架进入“千元时代”

兰州已有337名布鲁氏菌
抗体阳性人员获得赔偿

新华社电 截至 5日，兰州布鲁氏菌
抗体阳性事件已有337人获得赔偿。

这是记者从兰州市 5日下午举行的
布鲁氏菌抗体阳性事件属地善后处置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的。中牧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兰州生物药厂第一批补偿赔偿
资金1000万元已拨付到专门账户。

兰州市政府介绍，截至目前，当地已
对5.5万人进行了检测，检测人数已达到
事发区域的 97.5％，省级复核确认阳性
人员6620人。兰州市将继续规范做好群
众免费检测工作，做到“应检尽检”“愿检
尽检”，对抗体阳性并导致不良反应的人
员，进行免费、规范治疗，做到长期健康
随访、终身负责。

甘肃省检测诊疗和健康评估专家组
成员王建云说，此次事件导致人群产生布
鲁氏菌抗体阳性，而非大家常说的布病。
他强调，即便是布病，也是可防可治的。

针对个别群众在兰州检测为阳性、
却在外地诊断为布病的情况，兰州市卫
健委主任杨衍佑回应说：“建议他们到兰
州市肺科医院就诊，完善有关检查资料，
由兰州市肺科医院将相关资料上报省级
健康评估专家组进行评估。”

2019年7月至8月，中牧兰州生物药
厂在兽用布鲁氏菌疫苗生产过程中使用过
期消毒剂，致使生产发酵罐废气排放灭菌
不彻底，携带含菌发酵液的废气形成含菌
气溶胶，扩散后导致人体产生抗体阳性。

“变异”的家长群，折射出家校之间
权责界限不清、相关教育规定落实不力
等问题。

重庆市政协委员、西南政法大学教
授程德安认为，造成社交平台上出现矛
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长和老师对家
长群的性质未达成共识，对彼此在平台
中应扮演的角色没有清晰的认知。

专家认为，学校和家庭教育之间的
责任不能混淆，前者以共性教育为主，后
者则应以素养、个性化培养为重。

此外，针对家长批改作业、教师发
布排名等现象，相关部门也出台了规
定，但一些地方落实不力。

2018年12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
印发的《中小学生减负措施》明确规定，
教师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或让家长代
为评改作业，严禁以任何形式、方式公
布学生考试成绩及排名。但在一些地

方，此类现象依然屡禁不绝。
一些教师反映，减负政策并未有效

落实，教师负担太重，不得不“甩锅”给家
长。广州一所中学的老师说，老师除备
课教学外，还有教研、培训、批改作业等
任务，有时还有上级部门下达的其他任
务；因课表容量和在校课时有限，有些任
务只能靠家长帮助完成。特别在小学时
期，孩子学习习惯尚在养成，需家长深度
参与到家校共育中。

也有老师表示，部分教师自身的确
存在问题，不能严于律己，缺乏责任担
当，在与家长沟通和家校协同过程中，
方式方法也欠妥，给家长和学生带来更
多压力。

专家认为，家长群所反映的焦虑与压
力，也有部分来自家长。望子成龙的期
待、在激烈竞争中胜出的欲望，令一些人
有意无意加剧了家长群的攀比氛围。

“群要有群规。”一位家长表示，家
长群方便快捷、交互性好，但要明确规
则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此外，家校之间需明确哪些内容属
于共育范畴，边界要清晰，不能无限制
地把原本该学校承担的教育教学任务
转嫁给家长，增加家长负担。如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德育、劳动教育等，可
以多些家校共育的内容；学生学科类
的学习应该适当减少家长的关注度，这
有利于缓解家长焦虑、促进学生身心全
面发展。

专家表示，应进一步厘清家校共育
关系，既要有效约束老师在班级管理中
权力过大的情况，也要充分调动家长参
与孩子教学成长的积极性，并做好相关
监督管理，促进家校更良性地互动。

受访基层教育工作者表示，减轻老
师和学生负担不应是单纯的一句话，而
要真正落地。对于学校中存在的形式主
义或非教育教学任务要坚决清理，为教
师和学生营造更加宽松的环境。此外，
建立科学评价体系、有效引导学生、合理
疏解教育焦虑才是长远之策。

权责界限不清、规定落实不力

回归本源：设定规则、明确边界、切实减负

家长群变“压力群”“夸夸群”到底谁之过？

家长吐槽：家长群压力多多
记者调查发现，家长对家长群的吐槽

主要集中在四重压力上：
——第一重：群多、信息多、回复多、

点名多，很多人觉得学校家长群比职场工
作群还令人紧张。

“每天下班打开家长群一看，未读消息至
少上百条。”家住重庆市渝北区的谭悦是一位
二孩妈妈。她手机里除了最常见的班级群，
还有专门用来布置作业的群、各种幼儿园兴
趣班群等，大大小小算下来有十多个。

“稍不注意，重要通知就会被各种回
复淹没。”贵阳市民王国良说，之前因为没
及时回复，他曾被老师点名批评，于是专
门将家长群置顶。另有家长表示：“家长
群成了‘夺命 call’。回复晚了点名，作业
批错了点名，孩子考不好也点名。”

“虽然国家要求学校减负，但实际上现
在很多小学生作业负担依然很重。相当一
部分作业，学校要求家长一起陪同才能完
成。要是做不好，会被老师点名或直接晒
图，压力真的很大。”一位家长对记者说。

——第二重：除了繁重的课业内容，
各种摊派的刷票任务也令家长烦不胜烦。

一些学校参加比赛、评比，会把投票
任务分派到各个班级，班主任在家长群发
动家长及其亲友点赞、投票，还要求上传
投票截图。

——第三重：在上述“刚性作业”之
外，各种排名、攀比的无形压力，更令家长
紧张、焦虑。

很多家长反映，虽然教育部门严禁以
任何形式、方式公布中小学生考试成绩及
排名，但仍有一些学校老师用各种方式在
群内对孩子的成绩进行比较、点评。

山东省一所私立学校的学生家长章女士
说，其实有些功课完成后在书面打卡表上体现
就可以，但有些家长非要拍视频发到群里，这
家孩子写了三篇功课，那家孩子就要四篇。“本
来我们有自己的学习安排，现在每天打开手机
一看全是这些东西，瞬间就焦虑了。”

——第四重：为让孩子得到老师特殊
照顾，一些家长在群内对老师进行夸张的
赞美、追捧，家长群成了“夸夸群”。

受访的多名家长提到，群里老师一旦
发话，就有不少家长凑趣，围着老师长篇
抒发感激心情。一些家长喜欢用诗词歌
赋来赞美老师，没那么“有词儿”的家长会
觉得落后、别扭，还有急坏了的家长硬是
找同事帮忙拼凑打油诗。

新华社电“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日前江苏某家长的一句心声，激发了很多家长的强烈共鸣。原本为
帮助孩子成长、加强学校与家庭沟通而设置的学校家长群，演变成“压力群”“夸夸群”，到底是谁的责任？背后
折射了教育领域哪些深层矛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