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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时评

今年高考适用于河南、河北等省的
新课标全国一卷语文试卷作文题如下：
一位父亲在高速公路开车打电话，旁边
的孩子一再提醒，父亲不要拨打电话，
可是父亲不听劝阻，最终孩子选择报
警。警察前来后对父亲进行批评教育，
此事引起社会争议。以此为内容，写一
封 800 字的信。可选择给违章当事人、
女儿、警察写。对于违反交规的题材成
为高考试题，你怎么看？

【观点1+1】
@襄阳骏：汽车时代司机多，素质

参差徒奈何？父亲高速打电话，儿子吓
得直哆嗦。反复劝告全不听，选择报警
把苦说。警察来了批犟父，引发舆论惹
风波。亲亲相隐人常情，缘何忍心把父
劾？大义不是在灭亲，若生车祸泪婆
娑。莫道子逆忤亲父，大爱尽从小处呵。

@射阳快报：我很赞赏这样的高
考作文题，一是选题比较新颖，既可以
写书信，又可以对社会问题进行探讨与
交流。二是让年轻人学会沟通，平时用
惯了电脑和网络语言的学生，恐怕写起
信来会有点不习惯了。三是可以引导大
家从法治、亲情、生命、安全等角度构
思作文，从而促使大家遵守交通法规，
可谓一举多得。

@好朋友-朋友好：交通安全是社
会关注的焦点，将违反交规的题材作为
今年高考的作文试题，是安全活动月最
好的宣传题材，更为广大年轻人上了一
堂交通安全课。这样的高考作文试题既
联系实际、贴近生活，又体现了与时俱
进的高考作文思路。

@z531312762：现 实 生 活 中 ，
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的人不在少数，把
不文明驾驶行为作为高考作文试题，有
助于加深公众对此类不文明行为的认
识，更是对广大学子的一种警醒。

@落雪怎无痕：爱之深，恨之
切，孩子举报父亲开车打手机，看似不

近人情，实则是对家人安危的挂念，父
亲该为女儿感到自豪。

@悠然阿朵：这位父亲太任性，
孩子怎么提醒、劝阻都不行，非把警察
叔叔招来才罢休。交通安全无小事，大
家千万别忽视任何一个细节。违反交规
的题材成为高考作文试题，无非要对大
家起到告诫警示作用，增强民众的交通
安全意识。

@彭羲：从新的 《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之日起，交通安全一直是公众
的热门话题。高考作文摆脱了之前“高
大空”的命题思路，作文题材源于生
活，让考生人人都有话说，且书信的形
式能体现考生的真性情，值得点赞。同
时，交通安全话题通过高考作文这一平
台能有效地给全国人民上一堂思想教育
课，促使民众更加重视交通安全问题。

@平凡一老兵：这件事告诉我
们：有“智”不在年高，无“智”空活
百年！我为这个有“智”的孩子点赞！

@龙腾四海112：都说“艺术源于
生活”，教育更应该贴近生活，让人学
以致用。高考作文以现实生活中的案例
为题材，学生可以充分发挥，引发大家
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

【下期话题】

董浩叔叔
勾起童年记忆

对80后、90后的一代人来说，“鞠
萍姐姐”“董浩叔叔”“金龟子”等央视
少儿节目主持人是他们共同的童年记
忆。日前，董浩自曝明年即将退休，引
发网友们对童年的怀念之情。有网友将
这段采访截图后发在微博上，引发了大
家的共鸣，转发和评论中纷纷留下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童年再见”等感慨。
（参与热点话题讨论，请关注《焦

作日报》官方微博：@焦作日报）
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麻 酩

【今日话题】

高考作文：给违反交规父亲写信

“兰陵”“苍山”反复换，“襄阳”
“襄樊”来回改，借用旅游景点名，争
打名人故里牌……地名是记录历史文化
的“活化石”。但近年来，一些地方出
于各种各样的理由，使千年古名一朝被
改，历史古城频遭易名。近日，民政部
有关负责人在全国地名文化建设研讨会
上表示，要抓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
作，慎重更名，让地名“记得住乡
愁”。与会专家指出，重视地名文化就
是重视国家与民族历史，“任性改名”
改丢的不仅是“乡愁”，更是整个民族
的记忆。

（据新华网）
著名作家冯骥才曾表示，城市是有

生命的，地名便是这历史命运的容器。
地名，往往有非常厚重的文化积淀，记
录着人类的历史、民族的融合、环境的
变化、社会的发展，涉及语言文化、历

史文化、地理文化和乡土文化等，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不同
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名，都蕴含着
大量的文化基因、地理信息，在一定程
度上承载着一个地方的历史印记，是

“当地人的脸、外地人的眼”，更是一个
地区、一座城市的“活名片”，值得我
们珍惜。

然而，近年来一些地方出于各种目
的频改地名，甚至有些貌似方便、洋气
的新地名、怪地名出世，部分蕴含人文
韵味、精神图腾的老地名被挤下了历史
舞台。不可否认，有些地名的更改，可
能对当地发展经济是有利的。比如，大
庸改成张家界，张家界的知名度确实要
高于大庸，这种改名无可厚非。但复制

“张家界模式”带来的不一定都是成
功，“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朱熹
故里、徽商发祥地、明清社会文化缩影

的水墨徽州，却在 1987 年被撤销，变
成地级市黄山市。还有一些地方，由于
缺乏对地名文化的认知，在行政区划变
更、城镇化建设以及文字改革等活动
中，随意更改甚至废除历史悠久地名
的现象确实时有发生，最后又被迫改
回原来的地名。比如，1950 年襄阳改
成襄樊，2010 年又不得不改回襄阳。
这样的折腾不仅耗费了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更广受公众诟病。

关于“慎重更名”，其实早有制度
规定。1986 年 1 月 23 日颁布实施的

《地名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地名管理
应当从我国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地
名要保持相对稳定”“一般不以人名作
地名”，一定范围内“不应重名，并避
免同音”等。其后，民政部又出台了

《关于加强地名文化建设的意见》《全国
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等政

策。但事实上，这些法律法规在各地并
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因此也就失去了生
命，形同虚设。

让地名“记得住乡愁”，须强化制
度执行力。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涉及地
名更名问题时，必须坚持“地名要保持
相对稳定”的原则，在申报政府相关部
门核准之前，要邀请专家论证，确保新
地名的更改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对于审
批部门来说，要有法必依、有令必行，
按照法律法规要求，严格申报审批制
度，加强地名规划工作，规范标准地名
信息发布和使用监管。这样才能更好地
推动文化传承，扩大地名的社会影响
力，提高新生地名的文化含量和文化品
位，保证地名文化健康发展，让人们在
记住地名的同时也给子孙后代留下乡土
记忆，留下一缕乡愁。

让地名“记得住乡愁”
□湍水澜

在今年高考开考之前，内蒙古自治区教
育招生考试中心接到大量举报河北各级官员
将孩子送往内蒙古参加高考的举报电话，被
举报的官员分布在河北各地的党委组织部、
公安局、水利局等众多部门。

（据《光明网》）
江西替考事件刚一曝光，“高考移民”举

报又接踵而至，联想到此前的撕书、烧香、
雷人标语等咂舌举动，乱象之下的高考活像
一部“狗血剧”，不时触动公众的敏感神经。
从舆情角度讲，河北“高考移民”因为涉及
各级官员，关注程度势必持续走高，相关部
门必须积极处置和应对，尽早用事实和真相
说话，给公众一个明白。

但同样不容忽略的事实是，尽管高考乱
象层出不穷，可折腾来折腾去，无外乎是在

“重复昨天的故事”。在探究根源时，舆论往
往把矛头指向高考制度，认为高考乱象是高
考制度催生的怪胎。然而，现实的语境是，
现行高考制度虽有不少缺陷和不足，但就公
平有效选拔人才而言，仍然是一个“最不坏
的制度”。把高考乱象一股脑推给高考制度，
固然既简单又安全，但对于推进高考改革、
维护教育公平正义没有任何实质性帮助。

完善高考制度需要过程，但高考乱象必
须终结，否则伤害的不仅是考生利益，还有
教育部门的形象和公信力。这就需要我们行
动起来，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
题突出先解决什么问题。

遗憾的是，对于这些不良行为，教育部
门大多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公共舆论
也大多选择宽容甚至纵容。正因为缺乏问题
意识，少了立行立改的决心和举措，导致高
考特定人群的行为出现偏差，将严肃认真的
高考备考渲染得乌烟瘴气。考前情况如此，
考中和考后的境况也一样。从这个意义上
说，高考乱象愈演愈烈，就是疏于防范、懒
于监管的结果。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导向是科学决
策的前提。现在关于高考的改革措施密集出
台，要想让这些改革措施发挥应有的作用，
必须继续在整改暴露出来的问题上下功夫，
使顶层设计更加科学，使执行更加有力。

因此，查处替考、高考移民等案件，既
不能满足于水落石出，也不能止步于追责问
责，而应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作为
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过程。唯有如此，高
考乱象才会逐渐消除。

靠什么终结高考乱象
□彭梦宁

尴尬“绿色建筑” 商海春 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