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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上
小学前应该
学 多 少 知
识 ？ 据 报
道，天津一
位刚带孩子

参加小学入学面试的家长给出的
答案是：英语词汇量 4000 左右，
能写300字左右的英语作文；心算
1万以内加减法、两位数与一位数
的乘除法，学过数独；背诵约 50
首唐诗，学完拼音，认识 1000 多
个汉字……在很多家长眼中，知
识教育的起跑线已经提前，必须
抢跑。

如今，“起跑线恐慌”盛行于
各种微信家长群、同学群，而且
具有较高的“传染性”。在北上广
等一线城市，很多学龄前儿童过
着“每天都要上不同辅导班”的
生活，很多孩子被送到培训机构
上“幼小衔接班”，公立幼儿园的
大班几乎名存实亡。家长当然知
道这种现象不正常，但为了不让
孩子掉队，都选择跟风而动。

不容否认，“起跑线恐慌”情
绪中有很多非理性成分。比如，
有些家长盲目跟风给孩子报各种
辅导班，甚至将孩子的“琴棋书
画”当作互相攀比、炫耀的谈
资。而一些家长之所以变成“虎
妈”“狼爸”，是因为将自己成长
的遗憾落在了孩子身上。在是否
报班、报几个班的问题上，家长
通常既不讲科学，更不征求孩子
的意见。

每当谈及这个话题，总有一
些人认为，那些被辅导班“绑
架”的家长一边乐此不疲，一边
叫苦不迭是一种矫情。坦白说，
以前笔者也觉得很多家长夸大了
所谓的学前教育焦虑，但在自己
的孩子也面临这些问题之后，逐
渐多了一些理解。毕竟，所有的
焦虑都源于社会现实。

课外辅导班行情持续火爆，是因为它满足了日
渐旺盛的社会需求。如今社会竞争渐趋激烈，父母
总希望孩子能有更多胜算。如果别的孩子3岁开始学
英语，自己孩子 5 岁了连 26 个字母都认不全，心里
踏实吗？有人觉得幼儿园就该玩，但别的孩子都在
提前学知识，就自己的孩子不学，将来小学跟不
上，他真能快乐吗？

从另一个视角看，家长将孩子送进各种辅导
班，是试图用经济手段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当
前，教育部门禁止幼儿园提前教授语、数、外等知
识，不少老师当起了甩手掌柜。从一种极端转到另
一种极端，这种教育模式难言科学。以此来看，只
要量力而行，多元化探索未尝不可。

有鉴于此，我们在看待“起跑线恐慌”时，必
须看到这个问题背后的社会现实。相关部门除了在
观念上对家长多加引导，还应该做好两项更务实的
工作：其一，在小学入学、课程设置等方面确保公
平，要让那些没上过辅导班的孩子也能享受平等的
教育机会；其二，对于课外辅导班乱象，要进行必
要的规范和治理。 （据《光明日报》）

七月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
密市天山景区，蓝天、白云和绿
色田野共同构成一幅美景，置身
其中，仿佛走进奇美的画卷，让
人感到无限惬意。

图为马群在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哈密市天山景区觅食。

普拉提·尼亚孜摄
（人民视觉）

为何会发生地震？如何提高地震预测
和风险防范能力？地震发生后又怎样将损
失降到最低？针对这些长期困扰地震学界
的难题，不久前，中国启动地震科技创新
工程，将实施“透明地壳”“解剖地震”

“韧性城乡”和“智慧服务”4个计划。未
来 10年，中国的地震科学研究水平以及防
震减灾能力将大幅度提升，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探察地下结构

“我们现在可以上天下海，但对脚下大
地的认知还不够。”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
究所副所长张晓东介绍，“透明地壳”就是
要开展对地下结构的探察，特别是主要地
震带的深浅结构和断层活动习性，把地下
搞清楚。“这就好比给地球深部‘做 CT’，
让看不见的地壳逐渐变透明，进而从中寻
找地震孕育发生的规律。”

“CT”如何做，原理如何？中国地震
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吴建平介绍，地
震被认为是瞬间照亮地球内部的明灯。由
于地球内部物质的物理性质不同，其密
度、磁性、电阻率以及地震波穿过时的传
播速度和衰减特性存在差异。地震波在地
下介质中传播时会发生反射、折射和透
射，仪器接收到这些带有地球内部信息的
信号，经过复杂的科学处理以后，就会得
到地下结构，包括地下三维介质的物性、
电性、磁性等图像，科学家在此基础上就

能开展深入的地震科学研究工作。“通过观
测不同传播路径的地震波速变化，获得地
球内部结构图像，其原理与医学中的CT成
像类似。”

中国在内陆采用气枪震源在水中激发
地震波的方法获取地球内部结构信息和连
续、高精度介质变化图像。目前，地震科
研人员已经在全国建立了 4 个人工气枪震
源实验基地，未来还要建设 6 个人工气枪
震源实验基地。

解剖已发生地震

“透明地壳”是“解剖地震”的基础，
前者提供大的地壳构造和结构背景，后者
主要研究地震孕育发生机理，探索地震预
测方法。“你去医院看病，有了检查的‘片
子’，医生才能据此分析病情。”张晓东说。

吴建平介绍，“解剖地震”计划最终目
标是对已发生的地震进行详细解剖，对典
型强震进行全面深入的综合研究，建立典
型强震的科学样本。“世界上大多数的大地

震属于板缘地震，而中国很多是大陆内部
地震，其强震孕震机制和前兆机理存在差
异。‘解剖地震’能够发展和提出适用于中
国大陆强震发生的机制和模型，其相关研
究成果还能为中亚等大陆内部地震多发国
家提供借鉴。”张晓东说。

国际上主要国家都开展了构建区域动
力学模型和地震综合预测研究方面的工
作。比如，美国通过 25年的持续研究，建
立了加州地区强震孕育发生的概率预测和
动力学模型。中国地震预测研究始于 1966
年，经过多年探索，中国发展了中国大陆
地震的活动地块理论，并在川滇地震多发
区建设了地震监测预报实验场。“解剖地
震”计划完成后，中国将完成对海城、唐
山、汶川和玉树等地震的深入研究，并构
建相关地震孕育发生模型，提升对强震孕
育发生机理的科学认识。

建设大数据中心

保障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就要做好地

震信息服务和提升地面建筑的抗震能力。
为提升地震信息服务水平，中国将实

施“智慧服务”计划，建设地震科学大数
据中心，构建防震减灾信息从云到端的智
慧服务体系。“国家地震科学大数据中心将
汇集涵盖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大地测量
和地质学等学科领域的观测数据，形成全
国统一、分布管理、合作共享的地震数据
资源体系，服务国防、核电、水利建设，
服务城市重大基础设施、高速铁路安全。”
张晓东说。

地震损失降至最低，要做到地震发生
时免遭破坏，或者即使造成一定程度灾害
也具备高效可恢复性。这就需要了解地面
建筑结构特点，加强抗震能力设计。“韧性
城乡”计划就是以“地上结实”为主要目
标，确保重要建筑和生命线工程在强震袭
击后可以在短期内恢复功能，显著提高城
乡抗震能力。

据介绍，中国将率先建成 10个示范韧
性城镇，并将科学评估全国的地震灾害风
险，采用和创新世界上最先进的抗震技术
提高城乡的可恢复能力。

■国民夜宵红遍餐桌

这个夏天，什么样的夜宵最流行？毫无疑问，不少
人会将小龙虾列为首选。相关统计也显示，小龙虾已经
成为中国餐饮市场销售规模最大的单品，并被群众、媒
体冠以“国民夜宵”、夜宵界“网红”、全民夜宵的实力

“主角”等称号。
在盛产小龙虾的江苏盱眙、湖北潜江等地，小龙虾

已成为这些城市的代名词，餐桌上的小龙虾文化越来越
流行。日前，第 17 届盱眙龙虾节上“万人龙虾宴”的
火爆场面让不少人对小龙虾的受欢迎程度感到惊讶，而
记者在当地采访期间发现，这里的消费者似乎早已习惯
了这种“全民吃虾”的场面。

“到了夏天，小龙虾的价格相对较低且肉多味美，
不管是饭店还是排档，小龙虾都会成为一大选择。”正
在江苏盱眙一家夜宵大排档吃小龙虾的孙先生对记者
说，自己每次和朋友过来吃夜宵，基本都会先点上一份

“十三香龙虾”和一份“蒜泥龙虾”，再加上几瓶啤酒，
这已经成为当地人夜宵的“标配”。

除了这些小龙虾盛产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有
大量热衷于小龙虾的“粉丝”。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和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中国水产学会联合发布的

《中国小龙虾产业发展报告 （2017）》 显示，2016年中
国小龙虾消费量 87.93万吨，其中，华北、华东和华中
地区大中城市是小龙虾的消费主要集中地，北京、武
汉、南京、上海、合肥、杭州、常州、无锡、苏州、长
沙等城市年消费量均在万吨以上。

■千亿产业领跑世界

巨大的消费需求背后，是快速发展的小龙虾产业。
根据《报告》，2007年至2016年，全国小龙虾养殖产量
由 26.55 万吨增加到 85.23 万吨，增长了 221%。2016
年，中国小龙虾总产量为89.91万吨 （含捕捞产量），中
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小龙虾生产国。据统计测算，2016
年小龙虾产值 564.10 亿元，经济总产值 1466.10 亿元，
全产业链从业人员近500万人。

产业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资本进入。数据显示，
近几年，湖北潜江小龙虾市场社会资本的投入已超过20
亿元。同时，大虾来了、闪电虾、卷福小龙虾、夹克的
虾等企业则先后获得几百万元到几千万元不等的融资。

“近年来，小龙虾产业在中国发展速度迅猛，广大
消费者的偏爱为其提供了重要基础。而在需求的拉动
下，小龙虾的整个产业链随之加快发展步伐，养殖面积
和产量持续增长、加工业不断提高技术水平、餐饮服务
业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符合其口味需求的小龙虾产品，产
业链的日趋完整进一步推动了小龙虾产业的发展。”北
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清杰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国内市场，中国的小龙虾产业
也大举进军国际市场，其中，美国和欧洲是中国小龙虾
的主要出口市场。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小龙虾出口
量2.33万吨、出口额2.59亿美元，其中对美国出口额达
1 亿美元，占小龙虾出口总额近 40%。而欧洲市场 90%
的小龙虾都来自中国。

■延续热度留意三点

在小龙虾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市场上也出现了不
少“应冷静看待小龙虾产业发展”的声音，有人就提出
疑问：现在的消费者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餐饮领域的
消费者，一阵流行风可能只有几年甚至几个月。那么，
小龙虾在中国刮起的这阵流行风又能持续多久呢？

近日，美国《赫芬邮报》日文版发表的《小龙虾在
中国太火爆》报道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在中国人养生的
传统观念下，饮食店如何提供让顾客感到安全放心的小
龙虾菜肴，是小龙虾产业能否在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
素。

“由于小龙虾产业与消费者舌尖上的需求密切相
关，要想将其热度延续下去，应特别留意三点：一是紧
紧抓住消费者口味需求的变化，在餐饮加工、服务等方
面多下功夫；二是确保小龙虾食品的安全，这不仅要求
政府部门加强监管，企
业也有责任在食品安全
方面加大投入，同时对
如何合理、健康食用小
龙虾加强宣传；三是加
快品牌建设，进一步提
高市场影响力。”周清
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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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龙虾在中国刮起流行风
本报记者 邱海峰

小龙虾在中国刮起流行风
本报记者 邱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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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地壳变透明 寻找地震规律

中国给地球“做 CT”
喻思娈 杨桐彤

小龙虾在中国到底有多火？3万多人在一场龙虾宴上吃掉40吨左右的小龙

虾；去年中国的小龙虾消费量近90万吨；1.7万多家门店是肯德基中国门店数

量的3倍；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小龙虾生产国……小龙虾在中国的热度持续

蹿升，引发了海内外高度关注。而近日，小龙虾又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进

入公众视线：江苏南京一名男子因女朋友喜欢吃小龙虾，选择用99份小龙虾

向交往7年的女友求婚，并最终获答应。对此，不少网友评论，“这真是既浪

漫又实在啊”。

图为第17届盱眙龙虾节活动现场。

七月哈密 魅力天山
新 闻 点 击

江西金溪：

荷香四溢引客来

广东：

App可查古树名木

据中新网广州电 （程景伟、林萌） 来
自广东省林业厅的消息，“广东古树名木”
App上线运营。民众下载安装该App，根据
定位即可查询到周边的古树名木，再也不
用担心错过身边的风景。

古树名木是森林资源中的瑰宝，具有
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经济和生
态价值。广东的古树名木资源种类丰富，
珍稀植物较多，如树形壮观的化州高山
榕，独木成林、树冠巨大的新会“小鸟天
堂”细叶榕等，都成为当地的生态名片。

据广东省绿化委员会介绍，近年来该
省积极开展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据统计，
全 省 古 树 名 木 总 数 约 为 63708 株 （2014
年），其中国家一级古树 （≥500 年） 约占
1.6% ， 二 级 古 树 （300—499 年） 约 占
6.1% ， 三 级 古 树 （100—299 年） 约 占
91.9%，名木约占 0.3%。目前已录入上述
App的有32773株。

目前，广东全省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建
档正在全面开展，古树名木的输入数量将
不断增加，数据也将不断更新完善。

近年来，江西省金溪县采取“公司
（合作社） +基地+贫困户”的模式，引导
当地贫困户在乡村旅游景区 （点） 种植白
莲、红莲、向日葵等，既美化了乡村环
境，又促进了贫困户脱贫增收。

图为江西省金溪县双塘镇竹桥村荷花
绽放，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景、拍照。

邓兴东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