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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教师不得公开
学生考试成绩排名

教育部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会

上发布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指

出，为保护学生隐私和自尊心，减少攀

比、避免歧视，缓解应试压力，禁止学

校、教师公开学生的考试成绩和排名，

但是要求学校采取措施，便利家长知道

学生的成绩等学业信息。 @生命时报

微声音

不要透支自己

真正厉害的人应该像有句话说的

那样：修炼匠心，在重复的岁月里，对得

起每一寸光阴。 人与人的关系，就像是

银行储蓄。你若是真心以待就是补充

收入，你若虚伪算计就是增加开支。心

诚交善友，品正遇贵人，别透支信任，别

透支关系。 接下来的日子，试着去接受

事物的多面性，学会接纳自己，学着改

变生活。 @人民日报

“全民观象”是一堂
生动的生态文明教育课

■ 新华社记者 字强 赵珮然

高考倒计时，莫给考生平添压力时事乱炖

进入6月，高考正式进入“倒计时”，再

过几天，人生“第一大考”的高考就将到

来。对于高考，各方有多重视毋庸讳言。

高考事关千百万考生和家庭，对此高度重

视自有众多理由。在每年一度的高考来

临之际，各地都在围绕着高考做文章，正

所谓“一切为了高考”。

然而，做事情总要有个度，如果对高

考“过分”重视，就有可能跑偏，对考生来

说非但不能从中受益，还有可能适得其

反。高考前几天，来自社会的各种“关注”

或“关爱”也接踵而来：工地停工、娱乐停

止、商贩歇业等“土政策”出台，好像高考

就是如临大敌，“一考定终身”的暗示不断

被强化。

都知道高考的极端重要性，有趣的

是，不少考生倒还坐得住，反倒是社会舆

论开始紧张和浮躁起来。从某种程度上

说，考生的紧张和焦虑，有时并非来自考

生本身，而恰恰来自于外部。给考生创造

一个宁静、安定、舒适的高考环境，这本身

没有任何错，只是一旦社会各界兴师轰

动，大肆炒作高考，甚至刻意营造紧张气

氛，就显不可取了。

事实上，各地在高考期间都规

定，相关学校周边要日夜“静音”，违

者处罚。还有不少地方采取交通临

时管制措施，这些无疑是为高考助

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考生的权限就

可以无限扩大。高考期间禁止施

工、暂停文化娱乐活动等，还要看是

否需要。只要没有达到噪音程度，

不影响考生备考，就不必“一刀切”

禁止。

“高考无小事”这句话本身并

没有错，表明全社会对高考的重

视，却不能妨碍他人的正常生活，

甚至侵犯他人的权利。数年前发

生的那起因为家有考生，家长就要

求全楼数百人停用电梯事件，至今仍值得

反思。这实际上是特权思想作怪，滥用私

权的行为，也是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共利

益之上的自私自利行为。

可一旦侵害公共权利时打着“一切为

了高考”的幌子，又有多少人敢于提出质

疑？适当为高考让路，体现了全社会对知

识的尊重。但高考再重要，也不能超越规

则或违反契约精神，这绝非不关心考生，

只是，有时我们恐怕过分关注高考了，对

高考太敏感了，凡事做得过分，就可能适

得其反。由此，对待高考，社会各界都需

要再淡定一些——高考倒计时，莫给考生

平添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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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堵经营贷违规入楼市，银行要动真格！
■ 新华社记者 李延霞

手段多样、花样

翻新！经过数月专项

检查，银保监会 1 日

通报排查经营贷违规

流入楼市的情况。

经营贷违规入

楼市一直是监管严

查的领域。高压之下仍乱象不止的背

后，有多个主体的共同推动，但作为信贷

资金的投放方，银行机构难辞其咎。

拆入资金全款买房后，申请经营贷款

偿还买房资金；将经营贷资金在多家银行

账户间流转套现，以掩盖买房目的；编造交

易背景、虚构贷款用途……监管部门严查

下，一些复杂的操作手法浮出水面，也让部

分银行贷款管理的漏洞暴露无遗。

贷前调查、贷时审查和贷后检查的“三

查”制度是银行信贷资金安全的重要保障，

但现实中，一些银行有规不依、有章不循，

导致贷款管理的“屏障”频频“失守”。有银

行人士坦言，贷前审查核实企业资格、贷中

及时跟踪经营状况、贷后监测资金流向，信

贷管理流程繁琐，费时耗力，不如视而不

见，既不得罪客户，还能完成业绩考核，赚

得利息收入。

貌似一举两得的“如意算盘”，最终

带来的可能是信贷风险的积聚、国家宏

观调控政策的“失灵”，这样的“如意算

盘”打不得！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今天的贷款

结构意味着明天的经济结构。根治信贷资

金违规入楼市这一痼疾，需要各方面共同

努力，尤其需要银行“动真格”。对一笔贷

款，是真审核严审核还是走形式走过场，是

睁只眼闭只眼“放行”还是不放过任何可疑

的蛛丝马迹，相信银行自己心里最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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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头原本栖息在云南省西双版纳

州的野生亚洲象一路北上，迁徙数百公

里，且有继续向北偏东迁徙的趋势。罕

见的“象群北迁”引发全民关切，形成一

堂生动的生态文明教育课。

眼看着大象“旅行团”一路“逛吃”

北上，有关各方围绕“大象从哪里来，到

哪里去”“为何离家”“如何回家”“如何

保护”等问题展开研探和科普，人们重

新认识了野生亚洲象作为国家一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以及云南

为保护亚洲象所付出的努力。在这场

“全民观象”中，构建人象和谐关系再次

成为舆论焦点，不伤害、不冲突是人们

的普遍共识。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有

利于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

让大象早日安“家”，考验人类的智

慧。针对保护亚洲象之困，专家、网民纷

纷出谋划策，提出修复建设亚洲象栖息

地、提供更丰富的食源、社区参与保护等

建议。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意味着亚

洲象保护管理工作势必有所提升，人类

的活动必须有所改变。

昆明今年 10 月将举办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

（COP15），届时将迎来全球的目光，中

国将提供更多行之有效的推动“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与方案。有关

地方和部门应抓住机遇，加强和改进

生物多样性保护体制机制，向全球展

示好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行动。

古语“太平有象”寄托着人们对世

界太平、万物和谐的美好愿望。科学

合理地化解“人象冲突”，让大象早日

有“家”可安，吉“象”的寓意才能成为

现实。愿人象各得其所，和谐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