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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2月5日下午，山东省委
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大众报业集团
分校揭牌仪式在大众传媒大厦举行。
　　成立大众报业集团分校是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办学治
校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对大众日报
重要批示精神的实际行动，是贯彻落

实《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
条例》的具体举措。下一步，山东省委
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和大众报业集
团将努力把分校打造成学习宣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理论高地，打造成党员干部增
强党性锻炼的熔炉、新闻队伍成长进

步的摇篮。
　　近年来，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
政学院）积极探索扩大党校教育覆盖
面的有效途径。2019年以来已先后
在山东高速集团、黄金集团、鲁商集
团、水发集团成立分校。2020年，制定
了《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

院）分校工作暂行办法》，进一步提高
了分校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
化水平。
　　揭牌仪式后，山东省委党校（山
东行政学院）常务副校（院）长徐闻为
分校讲授了第一课：《马克思主义活
的灵魂》。 （大众报业记者）

山东省委党校（山东行政学院）大众报业集团分校揭牌

　　因痴迷手机而影响学习，甚至于
自毁前途者大有人在。近日，教育部印
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
的通知》要求，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
带入校园。加强课堂教学和作业管理，
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生利用
手机完成作业。
　　这则消息的发布，意味着教育最
高主管部门已明确表态，要对纠缠多
年的家校“手机大战”问题“动刀”。
　　“小孩子还没放学，就有家长在群
里‘打卡’说线上作业完成了，这不就
是你骗我我骗你吗？”说到学校利用手
机布置的线上作业，杨先生就气不打
一处来。
　　“临近中考，孩子的课业压力本来
就大，再加上家长工作繁忙，老师布置
的线上作业一下子变成了家长的作
业。”据杨先生介绍，自己的孩子在福
建某中学毕业班，“明明在学校能够完
成的任务，为什么一定要回家抛给家
长？过去读书没有手机，也没见孩子和
家长有这么大的心理负担。”他说。
　　“不允许在课堂玩手机”“一旦发

现就要没收”……实际上，该正式文件
颁布之前，许多中小学早已对手机进
行了管理，但偷玩手机的情况仍屡禁
不止。
　　“我在讲台上课，讲台下经常有手
机铃声响，学生们哄堂大笑，被发现的
学生也十分慌乱。”不少老师的口述
中，记者发现，台上讲课台下响的情况
在一些中小学普遍存在。
　　也有不少家长把矛头指向了学
校。一位要求匿名的家长说，学校老师
要求家长下载某些“作业类”App，并在
App上给孩子布置线上作业，要求家长
监督完成。而完成作业后查看答题分
数或排名，需要充值才能实现。“了解
情况还要充钱，是何道理？”
　　记者也发现，由于许多家长工作
繁忙，无法把作业内容准时传递给孩
子，导致这些家长只好把一部手机给
孩子。北京市一位中学家长抱怨，疫情
期间孩子上网课只能通过手机、平板，
而自己工作本来就很忙，根本没时间
监督，只好给孩子手机，导致孩子后来
对手机拿得起放不下，而当自己发现

这个问题再去要手机时就很难，也影
响了母子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通知》要求
学校应通过设立校内公共电话、建立
班主任沟通热线、探索使用具备通话
功能的电子学生证或提供其他家长便
捷联系学生的途径等措施，解决学生
与家长通话需求。
　　“在疫情背景下，手机布置作业在
老师看来不仅方便，还安全，一些手机
作业软件还能直接帮老师批改作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
为，在多种外部因素作用下，手机确实
帮老师减了负，提高了老师的教学效
率，但部分地区的教育部门和学校却
忽略了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对手机的自
控能力和线上作业完成效率有所差
别，一味地借“信息化”来迎合这种趋
势，一定程度加大了学生对手机的依
赖，这也是造成家校矛盾的原因之一。
　　也有家长认为，随着移动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让孩子们的作业完全回
归“笔头”也与时代脱轨。“家长需要做
的是关注孩子用手机等电子产品的时

间，尽量避免孩子用完成作业为借口
玩手机。”北京市海淀区某中学学生家
长王女士认为，老师在群里留作业初
衷是为了方便孩子和家长，并不应该
成为孩子总拿着手机玩的借口，解决
问题的根本还是需要老师和家长用一
些办法帮助孩子加强自控能力。
　　浙江某中学教师李老师认为，手
机应该是拓展家校联系和学习资源的
一种数字化工具，而不应成为学生或
者家长的负担。李老师建议，有关部门
在引导学校和老师使用手机建立家校
联系时，不宜设立硬性考核指标，应将
数字化手段视为辅助性工具。老师在
布置作业时应尽可能使用线下作业的
方式，最大限度避免自控力不强的学
生以完成线上作业的名义使用手机。
　　储朝晖等人建议，对于家校联系、
作业布置依赖手机的情况，有关部门
可以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制定有区
分度的线上作业规划，对于中小学尤
其是低年级的学生不鼓励采取线上方
式完成作业，对于高年级的学生有节
制地布置相应线上作业。（据新华社）

作业手机打卡、线上布置任务……

家校良性互动岂能依赖手机？

中演协发布艺人自律规范，首次明确“劣迹艺人”惩戒复出程序

“劣迹艺人”如何认定？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近日发布新
制定的《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自
律管理办法》。根据办法，“劣迹艺
人”将受到协会会员单位1年期限至
永久期限的联合抵制，且须在联合
抵制期限届满前3个月内提出申请，
经同意后才可继续从事演出活动。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会长朱克宁
介绍，管理办法首次明确规定了演
艺人员应当自觉遵守的从业规范，
涵盖遵守社会公德、坚守契约精神
等十项义务性、责任性条款，以及十
五项禁止性条款。禁止性条款包括：
因酒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等扰乱
公共秩序，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危害
社会公德或损害民族优秀文化传
统；在营业性演出中以假唱、假演奏
等手段欺骗观众，或以违背伦理道
德、违反公序良俗的方式进行演出
吸引观众；表演方式恐怖、残忍，利
用人体缺陷，或以展示人体变异等
方式招徕观众；发表违反法律法规、

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歪曲历史事实
等不当言论，或发布不实信息，煽动
他人扰乱公共秩序，影响社会稳定；
其他违背伦理道德或社会公序良俗
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等。
　　管理办法规定，根据演艺人员
违反从业规范情节轻重及危害程
度，协会将监督引导会员单位在行
业范围内分别实施1年、3年、5年和
永久等不同程度的行业联合抵制，
并协同其他行业组织实施跨行业联
合惩戒。受到联合抵制的演艺人员
需要继续从事演出活动的，本人或
者其所属单位应当在联合抵制期限
届满前3个月内向道德建设委员会
提出申请，经道德建设委员会综合
评议后，给予是否同意复出的意见。
对符合复出条件的演艺人员，由中
国演出行业协会向会员单位和个人
通报，取消联合抵制措施，并监督引
导其参与行业培训、公益项目等活
动，改善社会形象。 （据新华社）

新闻背景
　　新华社日前就劣迹艺人惩戒复出
程序业内首次明确进行了报道，受到
网友广泛关注。针对网友关心的问
题，记者对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秘书长
潘燕进行了独家专访。
　　新华社：《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
自律管理办法》的适用对象都是哪类
演艺人员？
　　潘燕：管理办法的适用人群是指从
事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等各类型舞台
艺术演出的表演者，如歌手、乐队成员、
舞蹈演员、话剧演员、相声演员等。
　　新华社：假唱问题很受大众关注，
如何判定是否假唱？营业性演出的范
围包括电视晚会吗？
　　潘燕：“演艺人员在营业性演出中
不得以假唱、假演奏欺骗观众”是依照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营业性演出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相关法规所制
定，在电视台演播室以外举办的营业
性演出活动都属于管理范围。关于是
否假唱的判定，将以文化市场综合执
法机构的判罚为依据。
　　新华社：有违规艺人怎么发现？
接受社会举报吗？
　　潘燕：道德建设委员会秘书处负
责日常舆情跟踪和相关信息收集整理

工作，及时发现和了解演艺人员违规
情形。同时，协会道德建设委员会的
委员和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会员均在可
了解掌握相关事实依据的前提下，向
委员会申请对违规演艺人员启动评议
程序。由于本办法是行业自律管理规
范，将不设立社会举报渠道。
　　新华社：行业自律的方式能做到
公平公正吗？会不会流于形式，或过
于保护行业利益？
　　潘燕：协会目前正在完善与管理
办法配套的《道德建设委员会工作章
程》和《违规演艺人员自律惩戒和复出
评议标准》，并报相关主管部门。自3
月1日起，对于违规艺人的自律惩戒措
施和复出评议都将由道德建设委员会
按相关工作章程和评议标准开展。委
员会人员构成中行业内代表只占总数
的三分之一以内，且每次评议工作都
将采用委员“背靠背”互不干扰的方式
进行，做到客观公正。
　　新华社：《演出行业演艺人员从业
自律管理办法》发布实施之前有违反从
业规范行为的艺人适用这个办法吗？
　　潘燕：管理办法自2021年3月1日
正式试行，不溯及过往，之前的相关情
况均不适用于该办法。 （据新华社）

“劣迹艺人”或被永久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