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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早恋入法”的台前幕后
你早恋过吗？你同意你的孩子早恋吗？

近日，孩子早恋再次在中国成为热议的话题，
起因是黑龙江省首次将早恋内容写入《黑龙江
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条例一经发布立即引
发社会的广泛关注。

早恋入法惹争议

８月２０日，黑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了《黑龙江
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其中第二章第十三条
规定：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子女或
者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下列不良或者违法行
为进行批评、教育、制止和矫正，其中包括早
恋、非法同居和吸毒、卖淫、嫖娼。

对此，网民们纷纷表达自己的观点，有人
认为这是一个黑色幽默，甚至认为用法律制止
孩子早恋过于粗暴。一些人认为，过于依赖法
条、迷信“法律万能”意义不大。

但也有人认为，早恋会耽误学习，分散精
力；且早恋中情绪不稳定，容易受挫给人生投
下阴影，影响今后的生活等。

某贴吧近日正在开展一项网上投票活动，
讨论未成年人早恋是否违法，截止到9月2日，
已有990133人次参与，其中39.5％的人认为早
恋是青少年的正常情感，15.2％质疑多大年龄
的孩子恋爱算是早恋，13％的人质疑哪种行为

算是早恋，10.2％认为立法禁止早恋简单粗暴，
2.8％表示应该禁止早恋。当然，参与投票的网
民中有多少未成年人还不得而知。

在哈尔滨，记者对一些市民进行了随机采
访。一些家长表示早恋会增添孩子的苦恼，影
响孩子的学习和成长。40岁的冯先生说：“如
果要谈恋爱，应该等到孩子已经完成学业，开
始工作了才能谈恋爱。初、高中学生不应该谈
恋爱，多耽误学习啊！这些年轻人根本不懂爱
情。”31岁的王女士说：“孩子们早恋时什么都
不懂，将来会后悔的。”

但在采访中，也出现了不同声音。34岁的
张律师说：“早恋只是一种社会现象。应该用
道德来规范，而不应上升到法律层面。”

还有人认为黑龙江出台的这个条例太过
主观，忽视了客观情况。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不
同，早恋也应该区别对待。哈尔滨工程大学的
一位姓洪的研究生表示：“早恋问题应该用合
理的方式进行引导。而且早恋也应该根据孩
子的成熟情况具体来定。”40岁的孟女士笑着
说：“有的孩子高中谈恋爱还互相激励呢。我
邻居家的小孩儿上高中时谈恋爱，最后两个孩
子都考上大学了。”

一位 20岁的商场销售员说：“虽然条例在
这儿，但是如果两个孩子互有好感了，这个条
例还是没有用啊，执行力度也太弱了。”

也有媒体认为，应该对黑龙江省立法“制
止”早恋予以支持，因为《条例》起草、审议、出
台的程序完全符合有关法律规定，对早恋的关
注充满社会责任感，且《条例》并没有直接规定
禁止“早恋”，只是强调父母或监护人对未成年

人的保护责任，“对于这样充满宽容精神的法
规，难道还要吹毛求疵吗？”

“对于‘早恋’制订了全国第一部具有法规
性质的‘条例’，体现了预防重于治理的理念，
何错之有？社会舆论与有关专家应该积极给
予肯定。”

黑龙江省人大：社会炒作是误读

面对网络质疑，黑龙江省人大内务司法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武文斌说，《黑龙江省未成
年人保护条例》是第一次涉及早恋。由于早
恋问题本身就是家长、学校和社会各个方面
一直高度关注的现象，因此立法中涉及早恋
引起热议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同时指出，现
在出现的很多评论都是在未看到法规原文的
情况下作出的。

武文斌说：“根据我的理解，《条例》第十三
条规定的对未成年人的十一项行为，如吸烟、
饮酒、赌博、打架斗殴、擅自离家出走、早恋、非
法同居、吸毒、卖淫、嫖娼等，父母或者监护人
应当进行批评、教育、制止和矫正。这４种方
法并不是对所有行为都一概采用，而是由父母
或者监护人根据不同情况加以选择，对于其中
的‘早恋’当然应当选择教育的方法，对因早恋
引发的非法同居、离家出走甚至想自杀等行
为，家长采取批评、制止、矫正的方法，也无可
厚非。”

武文斌表示，许多人只是根据一些不全面
的报道，就想当然地认为黑龙江省立法“制止”

甚至禁止早恋，这是误
读。早恋是一种精神活
动，不是立法能禁止的了
的，这是常识。法规本身
并没有直接规定制止、禁
止未成年人早恋，而是强
调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
一种责任。

据了解，该条例是由
黑龙江省人大内务司法
委员会和团省委共同组
织起草的，原来并没有关
于早恋的规定。常委会6
月份第一次审议，两个月
之后再次审议时，有常委
会组成人员提到早恋问
题影响大，社会后果严
重，提出应在家庭保护中

加入这一项。法制委员会根据组成人员的意
见，将早恋的内容加入条例中，并经常委会审
议通过。

武文斌表示，此条例已经生效并将于今年
10月1日起施行。

正确面对早恋才是解决之道

对于《黑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黑
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王
爱丽认为：“随着物质
条件的改善，青春期的
提 前 已 成 为 一 种 趋
势。恋爱低龄化是必
须面对的客观现实，是
一种客观存在。”她表
示，此条例的出台反映
出家长、学校和社会在
面对未成年人保护问
题时的无奈。

“很重要的一个问
题是——什么叫早恋，
多大年龄谈恋爱算作
早 恋 ，发 展 到 什 么 程
度算是早恋。现在的
实际情况是学校基本
不 管 早 恋 了 ，真 正 紧
张 的 是 家 长 ，甚 至 会
反应过度。例如有时
男 女 同 学 来 往 、发 短

信、传纸条等都会被家长认为是早恋。但其
实很多情况都不是早恋，而是家长的想象。
孩子们的一些行为只是异性朋友互有好感，
学习伙伴而已。”

王爱丽说：“如果成年人诚实一点，回忆
自己的青春时期，都会有类似单恋的情愫。
例如对某个人的崇拜，看见某个人产生紧张
情绪等等，这都是青春期正常的心理反应。
如果从这些角度看，这还是一种很美好的情
感。”

黑龙江大学社会学系曲文勇教授承认，早
恋会给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学业和恋爱观的形
成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现在家长工作都很忙，
很少了解孩子课余时间在做什么。有的孩子
因为过早的“偷食禁果”，给孩子尤其是女孩子
的心理和生理造成了严重影响。孩子在青春
期容易产生叛逆的思想，有的孩子甚至因为早
恋而离家出走。所以我们应当认识到早恋的
危害性。

王爱丽说，黑龙江省条例的出发点是想到
了早恋的危害，想让孩子安然度过青春期。她
认为，关键是怎样正确对待早恋，不要让它产
生恶劣的影响。例如不要耽误孩子的学习、不
要对女孩子的生育产生伤害等。

王爱丽表示，父母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
但早恋问题也不是仅用法律就能解决的。在
孩子需要的时候，提供生理、心理、伦理和社
会等各方面的教育，这更是我们这个社会应
该做的。 据新华社

教师节应从“形式”回归“内涵”

今天是教师节，一位教师在博客中表示，因为
教师节几乎演变成了送礼节，使自己对于职业丝
毫没有荣誉感。家长们热议教师节该送什么礼，
以及送不送礼后对孩子的差别对待，事实上都表
现出了对老师的鄙夷。这一博文迅速引起网友热
议，更有家长抱怨被迫“尊敬”老师。（《成都商报》
9月9日）

无需回避，教师节送礼已经不是个别或者局部
现象，而是社会风气。教师节何以变成“送礼节”？
请恕我直言，单方面抱怨教师的师德沦落或者是单
方面指责家长的世俗世故，都有失偏颇。时至今天，
在第 25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们该做些有益的思
考，而不是谩骂和嘲讽。

教师节的本义是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但
教师节在数十年的“演化”过程中，却沿着单边主义
的形式轨迹一路高歌猛进，教师节的主旨和内涵在
形式主义的虚假繁荣中一点点消耗殆尽——从送贺
卡到送鲜花，从送土特产到送现金购物卡，我们对于
教师的尊重，只有在教师节这一天、在物化的礼物
中，得到瞬间的绽放。而教师节一过，鲜花凋谢了、
掌声停息了、校园安静了……当所谓的尊师重道成
为惯例性的某种虚伪赠品，我们又怎能指望教师成
为堂吉诃德式的理想卫道士？他们中的个别或者部
分被世俗招安，实在是偶然中的必然。

在教师节这样一个鲜花和掌声充斥的日子里，
我们又一次打捞起某些被世俗招安的师德。当
然，鄙夷不是目的，无非是呼唤为人师者高标道义
风范的再现。实话实说，这种要求或者说是期待
并非苛求；但拯救教师节也好，拯救教师声望也
罢，我们都需要给予师德充分的诚意和努力。这
样的诚意和努力，应该跳出“送礼还是祝福”的形
式表象，而直指“内涵”——教育的也即是教师的
权益。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然而当前我国在教育
领域的投入远远不够。2007年全国教育经费占国
内生产总值比例，仍没有达到国家规定4%的目标，
实际仅3.32%。4%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发达
国家达6%以上，世界平均水平超过5%。中国完全
有足够的财政和经济实力来达到 4%的目标，面对
仅占 GDP3.32%的财政性教育投入，不能不说，我
们在教育上的“欠账”太多了。

在教师节这样一个鲜花和掌声充斥的日子里，
我们不该只看到“被送礼”或者是“收礼”的教师，还
应该去触摸和感知，那义无反顾为学生挡下车轮的
英雄精神，那日薪一斤包谷的代课教师的悲凉，还有
那挽着袖口和裤腿数十年如一日背学生过河读书的
憨厚身影……我觉得，这才是教育风骨之所在——
而关注他们，以丰沛的权益去滋补他们，才是教育的
内涵，也才是教师节的内涵。

教师节，应从“形式”回归“内涵”。这样一个日
子的形式纪念，应该内化为审视和追求教育公平进
步的制度力量。 陈一舟

一个基层教师的心里话教师节到了，全社会又
在高唱尊师重教，我们当老
师的，心里是乐呵的。今天，
周济部长说：“教师这个职业，不仅应该受人尊重，也应
该让人羡慕。”（人民网），同样在今天，报上登载了“全
国优秀教师”，历城区彩石镇彩石中学李莉老师的事迹
（齐鲁晚报）。联系自己，想来真是有些话不得不说。

坦率地说，我们做教师的，现在最大的压力，不是
来自于学生，而是来自于社会和上级。人们对学校抱
有的期望太大了，稍有风吹草动，就说是教风不正，师
德缺失。其实，我们做老师的，也只不过是社会大系统
中的一小分子。毛主席不是说“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
大家来”吗，做事就意味着责任，前不久关于青少年教
育中出现的各种网络“门”事件，让我们确实感到压
力。平心而论，这又何尝不是再前不久那潘多拉之

“门”开启之后的恶性效应呢？包括绩效在内的管理举
措，对我们也不轻松，并且也在老中青教师间引起不少
龃龉处。而有些校长，又似乎不大理解教师，其实我们
真不大愿意去看你未经广泛征求意见，推荐的那些什
么素质养成的书……

现在的待遇，不能说低。但是，在一些偏远贫困地

区，在工资之外，老师们
的精神生活情感需求心
理素养，其实是被忽略

了的。很多人，如李莉老师一样，扎根山村，敬业奉献，
需要我们教育系统内部给予足够关爱。特别是他们的
家庭和子女教育、养老等等，都需要管教育教师的同志
多上心多留心。教师脸皮薄，有些事儿，你不说，他也
不说，就忍着了。

老师要受尊重，关键还是要练就过硬功夫，无非是
教法和师德。这些事，要落实起来，除了个人修养，比如
拒绝有偿家教的诱惑，关键还是在管理，马克思早就讲
过教育者也是受教育的。这一点，我自己做得不够。为
人师久了，就不习惯于学习，不去向生产、科学、社会、历
史去学。不大能做到诚心诚意地接受家长、学生、同行、
领导的监督。时代变迁，我们也要做学习型教师。

过节了，孩子们要献花，有些家长还想请老师“吃个
便饭”，学校也要搞大聚餐。其实，都可不必。省下钱来，
多购置点学习用品，多做些扶困济贫的事儿，多给教师订
阅利于知识成长的报纸杂志，多给他们一些畅快呼吸的
空气，多让师生以及家长好好交交心。我们的节日，也许
就真的会逐渐成为让人既尊重又羡慕的了。 张翼

“绩效考核师德”是权益涵养责任
江苏省教育厅7日出台了义

务教育阶段教师绩效工资的考
核办法，明确了绩效考核会和师
德挂钩，但绝对不与升学率挂
钩。绩效考核结果将作为教职
工绩效工资分配的主要依据。
（《扬子晚报》9月8日）

在我看来，江苏省出台的“师
德规范”将“教师要自觉抵制有偿家
教，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不履
行教育教学职责，不得歧视、侮辱、
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不得以非法
方式表达诉求、干扰正常教育教学
秩序、损害学生利益，不得把升学率
作为考核指标”等内容明确列入，让
教师职业道德更加细化和明晰。这
是职业道德约束，而不是道德管
制。这一点必须要加以厘清。

教师职业道德，是一种与职业
责任相关的道德规范，与普遍性的
社会道德相比，更细化、人性化和
富有职业特征。这就意味着，教师
作为一个教育从业者，其要比普通
公民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表现出
更高的职业道德素质。

正如“不歧视学生”即是师
德要求也是工作规范一样，于教
师而言，坚守师德与恪守责任，
并不是独立分割的两部分，在很
多时候浑然一体。特殊职业决
定了教师应是“特殊的人”，其必

须要在遵从基本“人性”基础上
进一步恪守“职业性”。我以为，
从泛泛的道德倡导，到强调特殊
的职业、特殊的责任，用制度的
存在、以绩效考核的形式，对有
可能出现的不道德进行制约和
防范，这是江苏省师德规范制度
的最大亮点所在。由此，让师德
标准由“大而空”向教育现实靠
拢，让师德变得可触摸、易评价。

随着社会价值的多元化，现
实的师德规范不能再以“完美的
道德巨人”为范本，而是应以人
性缺点作为制度“预想”。换言
之，不能去强行要求和奢望教师
人人都能成为无私忘我的道德
楷模和“英雄教师”，但可以通过
制度监管和制度评价的方式促
动教师恪守责任、坚守师德。这
是以权益规范去涵养师德，而非
权利限制去苛求师德。

温家宝总理曾经写过一首名
为《仰望星空》的诗，其中有这样
一句让人记忆犹新：“我仰望星
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
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
畏。”怎么让教师时刻对责任星空
保持应有的仰望和敬畏，不是靠
泛泛的道德说教，不能指望教师
个体的道德自律，而应该寄希望
于制度的规范和运作。 王艳

正视师德物化的现实困境
江苏省教育厅日前出台义

务教育阶段教师绩效工资考核
办法，明确绩效考核会和师德挂
钩，绩效考核结果将作为教职工
绩效工资分配的主要依据。

窃以为将师德量化、物化，几
乎是无可争议的。盖因教师是一
种特殊职业，除了学术水平、教学
能力这些师道之外，师德的力量
也是不可低估的——“教书育人”
就形象化地概括了师道(教书)与
师德(育人)不可偏废的关系。我
们可以看到，教学能力相当的两
位教师，师德高尚的总能得到更
多学生的欢迎、拥戴，他的教学效
益也就更高；而师德差的，学生心
里抗拒的，他的教学效果也不会
好到哪里去，哪怕他的教学水平
再高。可见，师德不仅仅是一种

职业道德，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属
于师道的一部分。因此，将师德
量化、物化，与教师绩效工资挂钩
在价值理性上是讲得通的。

困境在于工具理性。一方面，
因师德属于道德范畴，量化存在着
天然的困难；另一方面，评价的主
观差异会导致结果的巨大差异。
一位教师，在不同人眼中，其师德
可能有天壤之别。如果校长一人
说了算，难免会出现亲亲避疏，甚
至私相授受的现象。如果出现师
德评价的不公导致教师收入的不
公，其负面效应可能更糟糕。

因此，必须设计一套相对比
较科学、合理、公平的量化方法，
使得评出来的结果最大程度符
合事实，最终能达到奖勤罚懒、
奖优罚劣的目的。 练洪洋

你 相 信
吗，在楼市成
交火爆，不少
人惊呼房源存量不足的情况下，同一名购房者一周内
居然退掉了10套房子？这偏离常规之事刚刚发生在杭
州，杭州透明售房网显示，杭州市主城区商品房可售房
源仅为12902套。然而记者发现，位于滨江区的楼盘江
涛阁接连出现了退房大单。（9月9日《青年时报》）

令人惊讶的是，除了有一周内退掉10套房的蹊跷
的马姓“消费者”，开发商的总经理也赫然出现在退房
名单当中。对于该楼盘接连出现的退房现象，这位总
经理表现得很坦然，说“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

解读这件事，不难看出，开发商卖房如同演戏，已
是在明目张胆地、公开放肆地对消费者下圈套、设陷
阱。他们很会抓买房人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煞费
苦心，百般设计，营造楼盘销售量上升的假象。待到开
盘时，找托儿来买，开发商自买。等房价涨起来后，有
了新的买主，就把假按揭的房子退掉，卖给接手的人。
这种公然卖当的行为，这种请君入瓮的手段，虽然缺少
技术含量，但还是诱骗了不少从众的消费者。

生意人逐利是生意人的本性，把自身利益作为出

发点，追求利润最大
化也不是什么过错。
但是房地产资本这种

不择手段地攫取个人利益的做法，怎么看都是一种人性
的迷失、错失，怎么说都是无良、无耻。这根本不是什么
正常的市场行为，而是利用现阶段经济制度的不健全，
操纵市场，进行市场欺诈。这种现象的出现，表明的是
一种市场失序，表明的是开发商在交易活动中利用话语
强势，哄骗、误导消费者，侵害、掠夺消费者。

一业内人士称，开发商通过自买自卖从银行套现，
既缓解了资金问题，又回避了降价的尴尬，并且通过捂
房制造虚假繁荣推高房价。这就可以明白地看出，房
地产资本是打死也不愿降价，通过托儿欺骗消费者，再
加上通过玩“自买自卖”的游戏，减轻资金的压力，从而
达到一箭数雕的目的。真是太能了，真是机关算尽，这
种玩虚假玩到最后，能玩出什么，不就是玩出更大的楼
市泡沫吗？而谁是此类伎俩的受害者，还不是那些被
蒙蔽的消费者。消费者应当清醒了，不能再做房地产
资本把你卖了，你还为他数钱的事了。不要被楼市的
种种假象所迷惑，睁大自己的眼睛，有人卖当，你不上
当、不买当，那卖当人能奈你何？ 今 语

漫画：教授代考
据报道，一位78岁的

大学退休老校长，一次跟一
位年轻副教授闲聊：“最近
在忙什么啊？”“忙考试。”对
方回答。老校长追问道：
“你都博士毕业评上副教授
了，还考什么？”“代别人考
啊，可能以后还得替他写毕
业论文呢。”老校长这才恍
然大悟，副教授所说的“别

人”，是当地的一位领导。
一些地方官吏，在职

“读”知名大学的硕士、博
士学位，却根本不去学校
上课，就连考试、毕业论文
也一概由秘书甚至大学教
授包办。这哪里是在“读”
学位，分明是在用手中的
权力掠取硕士博士头衔。
这样的人“官景”越旺，越
是国家的隐患、人民的祸
害。 吴之如 文/画

法棒打鸳鸯

有了“法律武器”，制止早恋更有力？ （资料图片）

删除《牛郎织女》以防学生早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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