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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天，全国的中小学生将
告别暑假，回到学校。今年的暑假
生活，跟往年相比，出现了一些新
特点。

补习游学降温

据了解，各大城市的补习机构
有些吃紧，甚至开始了“夺娃”大
战，只因为生源匮乏。随着减少学
生作业呼声的高涨，“还孩子一夏
轻松”成为了新的主题。

在某培训机构做兼职家教的湖
南大学学生连婧称，她在3年前刚
接触家教这行的时候，需要家教的
孩子还是挺多的，每次在网上发布
信息后都会有家长主动联系。“可
近年来这个职业越来越不吃香了，
除了极个别孩子选择参加培训机构
的辅导班之外，大部分孩子都报名
参加各种各样的夏令营活动。”

此外，游学夏令营在丰富多样
的夏令营活动中的受欢迎程度也大
大降低了。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的学生处副主任陈老师接受采访时
表示，今年学校开展的三类夏令营
中，游学类夏令营坐了冷板凳，报
名人数较去年下降了一半，大部分
孩子即便出游也会尽量选择自助旅
行，而不再是跟随学校或其他活动
机构。

选择更多元

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学生
李翀然，今年暑假过后，将正式成
为一名高三学生。今年暑假，他成
为了 2014 年南京青奥会央视青年
报道团的一名记者。“我对传媒和
体育都很有兴趣，正好青奥会又在
我 家 乡 举 办 ， 就 抓 住 了 这 个 机
会。”央视青年报道团中的另一位
成员黄思凡，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
附属中学高二年级的学生。今年暑
假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出乎意料
的”，黄思凡告诉笔者：“参加这次
报道活动不仅让暑假更有意思，还
对自己今后专业选择有帮助。”

浙江省桐乡市第八中学初一的
王同学，今年暑假里每天早上穿上
汉服和二十多位学生一起大声朗读

《论语》、《弟子规》 等国学作品。
在夏令营里，讲师还给学生们演示
了汉服礼仪，包括立容、坐容、行

礼、迎宾和宴请等。
重庆市新牌坊小学五年级学生

吴雨珈也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假。
今年8月，这位11岁的小女孩成为
了重庆科技馆的一名小辅导员。从
海选到决选、从培训到上岗，吴雨
珈在经过数月的特训后，终于穿上
了属于自己的工作服，成为了由
13 名小学生组成的“小小科技辅
导员”中的一员，为前来参观的游
客们进行相关讲解。

“我觉得这个活动最大意义就
是改变了女儿内向的性格，她现在
变得很自信。我之所以没给她报暑
假辅导班就是因为想让她进入社会
实践，这是在学校里、书本上学不
到的东西。”吴妈妈说。

家住上海的吴同学在暑期参加
了徐家汇天主堂的唱诗班活动。一
周两次的音乐训练以及每周一次的
唱诗班表演让她备感精神上的充
实。

教育理念的转变

一面是补习机构游学夏令营的
愁苦，一面是暑期活动的更丰富
化。这背后的推力更多是来自于家
长教育意识的更新、教育政策的革
新和社会经济能力的提高。

这 一 代 中 小 学 生 的 家 长 以
“70后”、“80后”居多，与前几代
不同的是他们的教育程度普遍较
高 ， 在 孩 子 教 育 上 更 着 重 于

“新”，而不仅仅拘泥于成绩单和排
名，他们把目光集中在孩子的个人
素质全面发展上。

家长在变，教育政策也没有停
止转动。近年来，孩子的教育问题
一再成为政策调整的重点，从素质
化教育到禁止学校霸占孩子假期并
减少作业量，再到鼓励学生踏入社
会做实践活动去实现个人价值。这
些无一不展现了教育的终点在于孩
子个体发展的多样化。

相较前两个原因，社会经济能
力的提高是最基本的元素。正因为
家庭可用资金的额度高了，能够在
教育上所做的投资也越发多了，诸
如健身计划、科技夏令营、跨国合
唱团等项目才发展起来。

除了这些之外，从家庭方面来
看，还存在着亲子相聚的时间因父
母工作繁忙而急速锐减的情况，许
多家长只能选择暑假时间和孩子做
一些能增加亲密交流又不枯燥乏味
的事，体育健身和自助旅游以及知
识类社会实践活动自然成了首选。

透视2014暑假：
补习降温 选择多元

北京青年戏剧节将迎50部好戏百场演出

2014北京青年戏剧节组委会透露，9月2日至28日期间，北京青年戏
剧节将迎来全世界12个国家和地区的50部精彩好戏，届时北京10个剧场
和艺术空间将轮番进行近百场精彩的演出。50部受邀剧目中，国内演出
作品31部，国外演出作品10部；国内新作剧本朗读4部，欧洲新作剧本
朗读2部，国外大师剧作朗读3部。同时，戏剧节还将组织戏剧讲座、戏
剧论坛、表演工作坊等相关活动，与观众进行全方位的互动。

艺术总监孟京辉导演根据创作团队、风格形式、演出类别，将50部
剧目划分为7个单元：阿维尼翁单元，国际荟萃单元，新作首演单元，再
度关注单元，创新短剧单元和剧本朗读单元。孟京辉导演表示，“青戏
节”将延续以往的理念和胸怀，继续把当代性、艺术性、思考性融入到
这个国际化的演出平台当中。 （尹晓宇）

爱奇艺、华策影视宣布成立合资公司

爱奇艺与华策影视27日联合宣布，将共同出资，成立华策爱奇艺影
视公司。该公司旨在为爱奇艺提供高品质的剧集、综艺等丰富多元的互
联网内容，并围绕相关内容IP进行游戏、电商等全方位衍生品开发工作。

据介绍，新公司成立后，华策将投入其丰富的影视资源和制作经
验，结合爱奇艺平台大数据分析能力，为爱奇艺规模化生产高品质网络
内容。华策爱奇艺影视公司前期将投入数千万元进行影视内容创作、生
产准备，预计明年将生产数十部原创作品，包含但不限于自制剧、综艺
节目等内容。围绕这些内容IP进行的游戏、电商等衍生品开发工作，也
将是新公司的业务重点。 （张意轩）

法治，这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是
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发展、人民
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社会层面
的重要的价值观念。

法治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找到
理论渊源，其中最典型的是春秋战国时期
法家的主张。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指出：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
民也。”认为法是治理国政的根本，只有实
行法治，国家才能安定。另一位法家代表
人物韩非则明确提出了“以法治国”的理念，
强调“一民之轨莫如法”，只有在法的约束
下，全体人民才有统一的行动。在法家看
来，以法治国，彰明法度，厉行赏罚，取信于
民，才是正确的治国之道和富国强兵之路。
秦国统治者接受了它的思想，迅速崛起并扫
平四海，一统天下，法家的政治主张和治国
理念也因此得以广泛推行。相较于战国以
前“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观念，法家
提出了“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夫，赏罚不
遗匹夫”的平等原则，被认为是中国古代
法治思想的精华。

与法家尊崇法治不同，儒家强调德
治，提倡治国以礼，为政以德，重视礼治
和道德教化的作用。所谓“礼乐不兴则刑
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将礼
的作用置于刑罚之上。儒家提倡“仁者爱
人”，“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宣扬以仁为核心，以人为本，以礼为法，
以德为治，认为起决定作用的在于统治者

的德行而非制度本身，也就是孔子所说
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
不从”。从孟子与梁惠王的对话中我们也可
以看出儒家对于法治和德治的态度。孟子
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政于民，
省刑罚，薄税敛……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
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
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其中的
核心意思是说，实行仁政，减轻刑罚，使
得年轻人在闲暇时间涵养道德，可以抵得
过任何兵器，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是：“仁者
无敌”。

具体到实践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是主张法律规范和道德准则相辅相成、紧
密结合的。荀子说：“至道大行，隆礼重法
则国常有。”《唐律疏议》指出：“德礼为政
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法治和德治相

互补充，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了中国传统
文化中独特的法治思想、法治观念和法治
意识。

法治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
的标志，不同社会的法治理念具有不同的
内容。在封建时代，法治是为维护封建主
义的制度和社会秩序服务的。在社会主义
社会，法治是为维护社会主义的制度和社
会秩序服务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
的有机统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在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不断探索，进行了
长期不懈的奋斗。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
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法治建设取得了显
著成就。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

法治建设做出重大部署。特别强
调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
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
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
尊法守法用法意识。

法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需要将
法治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将法治精神渗透到每个人的心
中，以法治凝聚共识，让法治成为
人们自觉遵守的观念意识和共同
践行的生活方式。在这个过程
中，尤其需要重视从传统文化中
的法治思想内涵里汲取营养，将
法治建设深深植根于中国社会的
实际，在科学借鉴国外经验的同
时，更要切实地立足于本国国情，
特别是把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
来，同时，坚持把法治建设的基
础放在制度建设和增强全社会的
法治观念上，不断提高全社会法
治文明水平，着力营造良好的法
治环境，共同建设法治社会，以
法治的力量助推中国梦的实现。

法治
依法治国，取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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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演艺圈人士吸毒被抓，人
们似乎已经开始麻木了，因为频率
已经大大超过人们的想象，甚至可
以用“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来
形容“踊跃”的程度。

有些网友对明星吸毒不以为
然，甚至认为是个性的表现。有的
明星也认为这是私人品行，并无悔
意。

更多人却并不这么认为。有评
论指出，如果一个演艺明星吸毒被
公开，只要在媒体上做个姿态，甚
至连姿态都不愿意做，便很快会获
得社会的包容，其生活几乎不受什
么影响，其付出的代价甚至不值得
当事者皱一下眉头，且不说这对吸
毒者自己是何种的鼓励，又会对社
会造成何种影响呢？那就是吸毒没
事，甚至可能被粉丝当成一种时
髦。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禁
毒教研室主任李文君说，很多年轻
人把明星当做偶像，也把明星的行

为当做自己的行为准则，一旦他们
喜爱的明星吸毒，他们可能就会受
到引导，甚至认为沾染毒品也不是
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更有可能会把
吸毒当做时尚来效仿。

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翟俊杰
说，粉丝对明星吸毒行为的过分宽
容是对他们的溺爱，这样不但会让
明星本人对继续走歪路肆无忌惮，
也会对更多青少年的价值观带来扭
曲。“粉丝应该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喜爱的明星，要真正地爱护他们。”

中南大学社会学教授李斌认
为，明星作为公众人物，承担着影
响甚至引领青少年的社会责任，一
旦触犯法律和道德底线，应严肃处
理，不能给公众留下一种吸了毒发
个声明道个歉就了事的印象。“一
旦丑闻认定，就应该脱离这个领
域，不能继续以偶像明星的身份示
人。”

欣喜的是，中国正在这方面有
所行动。本月 13 日，北京市演出

行业协会与北京 42 家经纪机构和
表演团体签订《北京市演艺界禁毒
承诺书》，承诺不录用、不组织涉
毒艺人参加演艺活动。

北京市一位演出公司负责人表
示，这样的承诺书意义深远，“这
意味着吸过毒的人，我们不推你
了，有什么活动也不带你参加了，
因为对社会影响太坏。这会使得吸
毒艺人在北京就没什么市场了。”

北京市禁毒办副主任金志海表
示，希望演艺公司和团体建立健全
行业禁毒规范，加强对演艺人员的
法律法规教育，对涉毒的演艺人员
坚决不录用，不为其提供演出平
台，更不能将其污点当做炒作的素
材和炫耀的资本。

翟俊杰说，整个行业应远离
堕落，培养更多的德艺双馨的文
艺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应该把全
部精力放在艺术追求上，要对自
己负责，对行业负责，对民族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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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铅
山县永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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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 坚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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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国家
法治的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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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
青奥会上，
一 群 来 自

“暑期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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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记者格
外 引 人 注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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