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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本报讯 近日，国网阿鲁科尔沁
旗地区普遍出现大幅降温、大风等
特殊天气，国网阿鲁科尔沁旗供电
公司迅速应对，有效防范恶劣气候
给电网带来的不利影响，科学合理
安排电网运行方式， 进一步加强
电网监控力度，确保供电可靠性。

该公司制度详实的应急预
案，细化风险管控措施，避免因恶
劣气候对电网安全和电力设备运
行造成影响。 同时组织各专业班
组对所辖输配电线路、 变电站及
重要用户特巡工作， 检查了变电
站一、二次设备温度变化情况，开
关机构箱、 端子箱等箱体的加热
装置是否正常，密封是否完好，以
及充油设备油位、充气设备压力，
并加强了各变电站设备的远程监
控，确保巡视到位和巡视质量。

此外， 该公司积极做好生产
运维人员交通安全及后勤保障工
作，防止电网、设备及人员事故的
发生， 全力保障恶劣天气期间电
网安全可靠供电。 （靳艳红）

前不久， 教育部在答复政协
委员提案时表示：“教师不得通过
手机微信和 QQ 等方式布置作
业， 不得将批改作业的任务交给
家长，避免出现‘学校减负、社会
增负，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等现
象。”

禁令一出， 社会反响热烈，在
一片叫好声中， 也不乏一些议论，
如：小低年级孩子不具备记作业的
能力，怎么办？家长想了解孩子的
当日学习情况， 什么方式合适？老
师日常发布的提醒通知、家校共育
活动，算不算“作业”？微信“打卡”
有督促作用， 还有英语语音作业，
是不是都要取消？禁止微信和 QQ
布置作业，“校讯通”等是否会变相
取代？

禁令背后，直指减轻中小学生
课业负担这个顽症痼疾，一些议论
则折射出不同层面的教育关切：主
管部门对教育发展的关切、学校老
师对教学质量的关切、学生家长对
孩子前途的关切。

如今，一些学校布置的作业正
在“跑偏变味”：有让一年级小学生
做 PPT 的，有让幼儿园孩子做“手
抄小报”的，还有要求完成“蚕宝宝
21 天观察日记”“废旧纸箱制作小

汽车”的……如果没有家长“辅导”
甚至“代劳”，孩子很难完成，再如
请家长检查作业、 辅导预习复习
等，更是常见。然而，不是所有家庭
都懂教育、 不是所有家长都善教
学，一些家长颇有微词也就不可避
免了。

事实上， 禁止微信布置作业，
禁的不是家校交流，而是禁通过这
种即时通信方式，把本属于学校和
老师的责任“推卸”给家长。批改作
业是教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应
有之义，教师法第八条规定，“教师
应当履行教师聘约，完成教育教学
工作任务”。

令人欣慰的是， 一些地方教
育行政部门就中小学作业管理做
出了规定。在浙江，规定“不得布
置要求家长完成或需要家长代劳
的作业， 不得要求家长批改教师
布置的作业或纠正孩子的作业错
误”；在山东，规定“严格控制学生
作业量”“科学设计作业内容，提
倡分层布置作业， 不布置机械重
复、 死记硬背型作业”“作业批改
必须由教师完成， 不得让家长批
改作业”。

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

府、社会都有责任。“禁用微信布置
作业”，目的在于形成“家校共育”
的合力。学校与家庭是孩子健康成
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主体，构建和
谐家校关系、 形成合作共育的格
局，才能保障儿童健康成长。对于
家庭来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
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对于学
校来说， 应肩负起立德树人的重
任，保质保量完成好国家规定的教
育教学任务，从而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面对“作业”问题，一方面，应
当重视与家长的沟通与合作，引导
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避免“校
内减负、校外增负”现象，正确发挥
家长在学生作业过程中的督促、支
持与鼓励作用；另一方面，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各地中小学教师不得
要求家长批改教师布置的作业，不
得布置要求家长完成或需要家长
代劳的作业。

禁令下了，老师布置作业的方
式正在改变。期待这一改变能为切
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
起到推动作用。

据《人民日报》报道

一些学校布置的作业正在“跑偏变味”
恶劣天气

力保电网可靠供电

6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下称“新《公
务员法》”)将正式施行。其中，根据
新《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工作
满 30 年， 就可以申请提前退休。
公务员提前退休将产生哪些影
响？ 是否跟延迟退休的大趋势相
悖离？

公务员提前退休并非新政
新《公务员法》第九十三条提

出，公务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本人自愿提出申请， 经任免机关
批准，可以提前退休：一是工作年
限满 30 年；二是距国家规定的退
休年龄不足 5 年， 且工作年限满
20 年；三是符合国家规定的可以
提前退休的其他情形。

“这并不是一条新的规定。”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教学研究会执
行副会长沈荣华接受《中国经济
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新《公务员
法》 为相关年龄段的公务员提供
了更多选择。 如果符合条件或接
近符合条件的人员， 出于自身适
应工作情况、 经济收入、 身体状
况、多陪家人、新的职业谋划等各
种考虑，可选择提前退休。

记者粗略估算， 如果按照现
行满 6 岁可以上小学的规定，一
般人通常在 22 岁左右大学本科
毕业，25 岁左右研究生毕业。进
入公务员队伍的年龄大多在 25
岁左右。按照新《公务员法》规定，
相当一部分公务员在 55 岁左右
就可以申请提前退休。

提前退休与现有法定退休年
龄的规定是否一致？ 根据有关规
定，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为，男
年满 60 周岁， 女工人年满 50 周

岁，女干部年满 55 周岁。按照法
律规定，部分特殊工种职工、符合
特殊条件的职工可以依法提前办
理退休。

关于公务员提前退休， 国家
行政学院科研部原主任许耀桐教
授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分析，
我国规定公务员工作年限满 30
年可以提前退休， 某种意义上是
一种福利性的制度安排。

“这是一个保障制度，鼓励公
务员在尽职尽责工作 30 年之后，
如果不愿意继续工作， 可以选择
提前退休，另作自己的安排，虽然
享受到的退休金会有所减少，但
是如果有其他专长， 还可以实现
再就业， 又会多一份收入。” 许耀
桐说。

专家：绝大部分公务员
不愿提前退休
李强 (化名)是某部委副处级

干部，25岁参加工作，已经工作了
30 年， 今年刚好 55 岁。 一个月
前，他向单位提交了退休报告，正
在等待相关部门批准。

他对自己的申请获批比较有
把握，“我们单位以前有提前退休
的案例， 只要是工作年限满 30
年，都可以提前退休。”

张红(化名)是正处级干部，她
与李强的诉求相似， 也已工作了
30 年，今年也是 55 岁，她不久前
向单位递交了退休申请。 但因为
是女干部，基于近几年出台的“延
迟退休”政策，她心里对自己提前
退休能否获批并没有太大把握。

2015 年 3 月，中组部、人社
部下发通知明确，党政机关、人民
团体中的正、 副县处级及相应职

务层次的女干部， 事业单位中担
任党务、 行政管理工作的相当于
正、 副处级的女干部和具有高级
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 年满
60周岁退休。

与此同时，规定也提出，上述
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
业技术人员也可以在年满 55 周
岁时申请自愿退休。

张红看到了新《公务员法》即
将于 2019年 6 月 1 日起施行，这
让她对自己提前退休申请获批的
信心大增。 她告诉《中国经济周
刊》记者，随着年龄增大，各种慢
性病缠身， 非常担心自己达不到
工作要求，“如果能够退休把位置
让给年轻人， 这也是从另一个侧
面为国家做贡献。”

在许耀桐看来， 公务员想提
前退休很正常，“公务员工资基本
上是处于中等收入水平， 有的公
务员想早点退休， 有别的兴趣爱
好，不仅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还能
再拿一份工资来补贴家用； 还有
的公务员干满 30 年了，可能觉得
身心比较疲惫，想安享晚年”。

但不管怎么说， 提前退休仍
然是少数。 据许耀桐说， 他了解
到， 绝大部分公务员不愿意提前
退休，还想多干几年，有的甚至还
想延迟退休。

“退休后的收入比退休前要
少一些， 前后的收入差距会比较
大。 所以在身体能够胜任工作的
前提下， 很多公务员不会选择提
前退休。以我们单位为例，前几年
总共只有四五个人办理了提前退
休手续，这一两年还没有。”许耀
桐说。

记者还注意到， 提前退休并

非特指公务员， 工人也可以提前
退休。“企业职工提前退休， 包括
内退、退职、病退、特殊工种退休
这几种情况。据我所知，企业的职
工有不少在 50 岁左右就退休了，
很多办理了内退。”许耀桐说。

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
与提前退休相对应的是延迟

退休。延迟退休早在 2012 年就提
出，当年 6 月，由人社部、国家发
改委等部门制定的《社会保障“十
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研究弹性
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

去年 1 月 9 日， 人社部时任
部长尹蔚民在《人民日报》发表署
名文章时提及， 针对人口老龄化
加速发展的趋势， 适时研究出台
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等应对措
施。

一方面是提前退休， 另一方
面是延迟退休， 两者同时出现是
否矛盾？沈荣华告诉《中国经济周
刊》记者，“两者其实并不矛盾，提
前退休只是部分公务员的选择。
从缴纳社保看，如果提前退休，到
时拿到的退休金也相对少些。”

根据国际经验， 延迟退休是
大势所趋。许耀桐向《中国经济周
刊》记者分析，延迟退休方案还未
出台，《公务员法》 还要保持连续
性，不能先行进行修改。

“公务员延迟退休是大势所
趋。 我估计一旦延迟退休方案出
台，《公务员法》 可能会相应修改
延迟退休年龄。比如，公务员的工
作年限也可以再提高一点， 工作
年满 35 年方可提前退休等。到时
公务员或将迎来新的变革。” 许耀
桐说。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

公务员提前退休非新政 是否跟延迟退休大趋势相悖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