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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道部消息称，从5月10日起，实名制火

车票如丢失，可交2元手续费后挂失补办。

铁道部表示，超过规定时间提出、原车票已退

票和已挂失补办再次提出这三种情况下不可

以办理挂失补票。（5月3日《新京报》）

其实任何人都能够想到，实名制车票

应当能够挂失补办，事实证明它也只是简

单的技术问题，铁路管理者肯定能想得到

也能做得到，但不知道是嫌麻烦还是什么

原因，这个简单的制度却没能和实名制一

起实行，非要弄得天怒人怨，批评不止。

现在大众费了很多口舌，铁道部挨了很

多批评，车票终于能挂失补办了，这也算是

种进步吧。但铁道部这种不批评不改进的

姿态，还是令人印象深刻。而且此类做法，

还有很多，典型者如当初的网上订票，花了

好多钱，却难将事办好，总要惹人批评，总要

给大家添堵，总要制造这样那样的话题。

其实火车票挂失还可以更进步一些，

就像从前人们希望的那样，让身份证直接

成为火车票的载体，就像飞机票那样，买

了票，就可凭身份证办理登机。火车票为

何就不能如此操作呢？

身份证里载入购票信息，车站或列车

门口设像公交车门上的IC卡设备，旅客只

需刷卡上车，就像实名制电子公交车票一

样，只要身份证号显示购买了车票，就可

放行登车，每个火车上配几部便携设备就

可以查票，就像警察查身份证一样方便，

哪里还用得着退票？

挂失补票也算铁路的有限进步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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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题难倒硕士父母太“悲催”
张西流

星 雨

读 小 学 四 年 级

的儿子，拿着一道培

优数学题问妈妈，妈

妈 看 了 半 天 没 搞 明

白，这时一旁的爸爸

不耐烦了，称怎么一道小学题就难住你

这个研究生。爸爸拿过题，看了一遍又

一遍，只得连称“悲催了”。（见今日本报

11版）

面对一道小学数学题，连硕士父母都

如坠入云雾中，“悲催”得找不着北了，可

见会把小学四年级学生难成啥样。应该

说，给小学生布置家庭作业，本身就加重

了孩子们的负担，如今再拿这种“雷人题”

去为难他们，让孩子们的生活如何能够轻

松快乐起来？可见，小学数学题难倒硕士

父母，真正感到“悲催”的是孩子。

当然，拿雷人的培优数学题去为难孩

子，这个板子不能全打在学校和老师身

上。这是因为，现在的家庭作业，都是一

种被称作“教辅”的正式出版物，由家长出

钱，学校统一购买，当属“家长出钱越多，

学生书包越重”之列。而家庭作业是由教

育部门或出版社聘请所谓的教育专家和

著名教师炮制的，其中不乏性格孤僻之

辈，专门制作一些宛若天书般的题目，以

急坏难傻别人家的孩子为乐。

然而，如果学校没有加重学生负担的

初衷，没有家庭作业的刚性需求，也就不

会有这么多的家庭作业之类的“教辅”。

既掏了家长的腰包，又抢占学生的课外生

活；更不会有这些宛若天书般的题目，去

掠夺孩子们的天真，去压榨孩子们的快

乐。所以，在小学阶段，就出现了难倒硕

士父母的数学作业，学校也难咎其责。

时下，教育部门、学校、乃至全社会，

都在高调喊着要给学生减负，但在行动上

却是变本加厉地给孩子们加压。五花八

门的“教辅”资料，铺天盖地的课外作业，

没完没了的题海战术，加之稀奇古怪的题

目，压得孩子们喘不过气来，以至于中国

的孩子一个个变得沉默寡言、神情木讷，

成了抬头听课、埋头做题的学习机器，也

成为全世界最缺乏想象力的孩子。

在此，借“雷人题”的灵感，笔者也给

教育部门、学校及教师出一道难题：孩子

们为何变得不聪明不活泼了？想必他们

也会抓耳挠腮地答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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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半天假
岂能成一纸空文？

“如果不收费，就要由财政来出资归

还。我们曾多次与财政部门沟通，但财

政拿不出2万多亿元钱来。”

——“五一”小长假已落下帷幕，但

公众对我国第一条高速公路上海沪嘉高

速公路5月1 日起取消收费的消息仍在

高度关注。公路本姓“公”，舆论几乎一

边倒地认为不该收费。“国家何尝不想全

部取消收费站？”交通运输部一位多年从

事收费公路研究的负责人苦笑着说

“既然根本就是走形式，为什么不取消？”

——5月份，是全国高校毕业论文答

辩季。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戴建业撰写博文提出，应该取消

本科生毕业论文答辩。

一年一度的“五四”青年节，广大青

年可享受过半天的假期，您是否专门过

这个节日？虽然国家有规定“五四”青年

节可放假半天，但规定出台 5 年来，几乎

成了一纸空文。（5月2日《信息时报》）

“五四”青年节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节

日，媒体调查显示，“五四”留给青年们的

记忆少得可怜——100份校园问卷显示，

八成青年不知五四运动发生在哪一年，

也不清楚这一段历史，而能完全说出“五

四精神”的更是少之又少。

关注“五四”青年节，不能空谈“五四”

精神，大谈历史而忘记了现实问题，而新

闻中这一份媒体调查显然更为实际：国家

有规定“五四”青年节可放假半天，但规定

出台五年来，几乎成了一纸空文。

虽然“五四”放假半天没有强制措

施，但符合条件的青年都应当合法享受

节日休假的权利，无论是学校、机关、部

队，还是企业、公司等单位都应该执行。

可悲的是，大家习惯了“五四”不放假，青

年对自身权利的忽视，对追求权利精神

的丧失，显然比这半天假被剥夺来得更

为有害。

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不但这半天假

五年来成了一纸空文，普通劳动者平时

的休假权也屡受侵犯。

空谈精神显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应加强立法完善。为更好地保障休息休

假权的落实，建议国家有关立法机关对

休息休假权的内涵做出进一步详细和具

体的规定，在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等多

方面提供更多的立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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