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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孤寡老人
也能过个团圆年

“我认识张姨今年应该算是进入
第八个年头了吧，张姨今年都 96 岁
了。”丹东振兴区站前街道二三零社
区党委书记陈浩说，2013 年，她到社
区来工作，通过走访知道了社区有这
么一位老人——老人名叫张素清，丈
夫很多年前就过世了，也没有孩子，
家里生活条件还不好，过得十分艰
难，是社区的一名低保户。

“张姨的家就在我们社区旁边，
平时有啥事我们就多惦记她一些，正
好我到社区工作后，转过年就是2014
年春节了，社区虽然也有别的困难老
人，但是孤寡的只有张姨这一位，大
过年的家里只有自己，我们几名同事
怕老人心里不好受，就决定年三十一
起去她家给老人包饺子，陪她也好好
过个团圆年。”陈浩说。

自费给老人买年货
年三十上门包饺子

可陈浩她们也没想到，这一去就
是 7 年。今年大年三十的头一天，陈
浩和同事方恩红，张栩峰、李月娥、李
紫萱就开始准备了——她们几人自
己拿钱，去市场买了肉馅、蔬菜等包
饺子的用料，还给老人买了水果、糖
等年货，她们家里为过年做的枣馒头

和粽子也都装好了，准备第二天给老
人一起带去。“我们特意头一天买，怕
年三十当天买不着，馒头粽子啥的都
是自家做的，给老人吃也放心。”陈浩
说。

除夕当天一大早，本来可以放假
的5人，又聚集到了社区，她们分为两
组，一组人在社区切菜、拌馅，另一组
则去市场排队买饺子皮。

上午10点左右，她们把原材料都
准备好了后，就出发去张素清老人

家。
“能看出来张姨挺盼着我们去

的，因为提前告诉了她我们要去，所
以年三十那天一大早，她就给社区打
电话问我们几点能到。”陈浩说，她们
几人端着装着饺子馅的盆敲门的时
候，老人很快就开门了，高兴地让她
们赶紧进屋。

进了屋大伙先把给老人买的水
果和糖等年货给她摆好，然后从厨房
抬出桌子开始包饺子，几人边忙活边

陪老人唠嗑，问问老人的身体情况，
拉拉家常，说点开心的话题让老人乐
呵乐呵。

人多，饺子包的也快。大概 12
点，热腾腾的饺子就端上桌了，今年
她们给老人包的白菜猪肉馅，还特意
多包了一些冻在冰箱里，方便老人随
时拿出来吃。

张素清老人：
她们就像我亲人一样

“这几个闺女对我好啊，我有啥
困难都能找她们帮忙，平时还总惦记
我、”张素清老人说，有一件事她一直
觉得很过意不去，前几年过年的时
候，为了让她家里热闹，陈浩她们会
把孩子一起带去，给她表演节目，逗
她高兴，可是有一年陈浩没带孩子
去，她一问才知道陈浩的孩子发高烧
了，在家养病。

“她孩子都病了还惦记着我，我
这心里真是难受，平时逢年过节的她
们也都来看我，每次还都给我带东
西，我家缺了点啥，她比我都清楚，我
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她们才好。”张
素清老人说。

把她当自家老人
看不见就惦记

因为晚上还有禁烧的工作，陈浩
几人不能在老人家多待，陪着她吃完

了饺子，几人跟老人说完新年祝福后
就离开了。

“其实每年这个时候我心里都不
怎么好受，张姨不舍得我们走，看我
们要出门了，外套都没穿就要下楼送
我们，我们怕她冻着不让送，她就趴
在窗台上一直看着我们离开，有时候
走挺远了，一回头还能看着她在那里
目送我们。”陈浩说。

记者：除夕当天，每个家庭都有
很多事要做，而你们连续 7 年都陪张
素清老人过的，家人支持吗？

陈浩：家人都很支持我这么做，
有一年我忙不过来了，还是我爸大清
早去帮着把韭菜摘了，把馅拌好了，
除夕的时候我不在家，我爱人就多分
担一些家里的活，他们也习惯了除夕
我还在外面。

记者：已经这么多年过去了，如
今你们对张姨是一份什么样的的感
情？

陈浩：这也是回头一算才发现都
这么多年了，一年一年的这么过来，
张姨对我们来说就是亲人了，什么事
都想着她，逢年过节惦记她，如果几
天没看着她，我们就给她打个电话问
问情况。

我们社区的老党员刘桂萍，给她
买鞋，买衣服，还有一位老党员主动
给她免费理发，我们都把她当成自家
老人了，是一份无形当中的牵挂，看
不见就惦记。

辽沈晚报特派丹东记者 王晓阳

大连承包装修工程的鞠某给一家
养老院装修，工程结束后结算工程款
成了难题。自感结款无望的他，持尖
刀将养老院的投资人捅伤。工程款没
要来不说，还被判入狱，倒赔偿伤者十
余万元。

2015 年 4 月 26 日，大连旅顺口区
从事个体装修工程的鞠某包下了一家
养老院的室内装饰工程。工程该年年
底结束，可工程款一直拖到了2018年
底也没能结算。

2019 年 1 月 3 日上午，正在养老
院办公室内上班的女老板郭某，被气
势汹汹的鞠某用刀逼进行卫生间。鞠
某的目的很明确，拿不到工程款你也
别想好了，而郭某的态度并没有丝毫
转变。鞠某举刀刺向了郭某，在其面
部、胸部、颈部等处连捅数刀。中午时
分，自知无路可逃的鞠某主动拨打
110报警电话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郭某受伤后被紧急送医院，好在
命保住了，经过50多天的治疗方才出
院，但鞠某给她带来的伤害将永远无
法抹去。

2020 年 9 月 29 日，大连市旅顺口
区人民法院对鞠某故意杀人一案进行
了审理。法院认为，鞠某持刀杀人，故
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重伤一处、
轻伤二处，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
罪。法院判处鞠某有期徒刑十年，并
且赔偿郭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
等共计10.8万元。

一审宣判后，鞠某服判；郭某对鞠
某的量刑以及误工费、护理费、颈部瘢
痕后续治疗费用等赔偿方面不服，上
诉至大连中法。

2021 年 2 月 4 日，大连中法对此
案作出终审判决，仍判处鞠某10年有
期徒刑，但提高了误工费、护理费，将
赔偿郭某的总金额提升至11.9万元。

辽沈晚报记者 金国建

“公办民助”“名校办民校”“联
合办学”……各类冠以名校招牌的
合作办学遍地开花。仅在西南某省
会城市，当地教育部门的不完全统
计显示，2014 年以来，全市通过政
府、企业与省外教育资源优质的学
校开展的各类联合办学学校报备数
累计达200多所。

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一些
名校合作办学过程中出现“冠名办
校”“挂牌办校”有名无实、地产商办
校成“售楼招牌”等问题，由此带来
加重学生家长经济负担、引发社会
纠纷矛盾等问题，亟待加强引导规
范。

“冠名办校”有名无实，
名校招牌成“售楼招牌”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所
谓的名校合作办学往往有名无实，
与名校教育资源毫不沾边。

以北大附属实验学校为例，该
校在全国有多所分校，这些学校的
办学简介中写着“与北京大学联合
办学”“秉承名校理念”，校徽也与北
京大学雷同。

“虽然挂着北大的牌子，实际上
跟北京大学没什么直接关系。”福建
一所北大附属实验学校负责人告诉
半月谈记者，学校是由福建某集团
出资与北大集团旗下“北京北大附
属实验学校”合作成立。根据签约
协议，该集团向北大青鸟支付品牌
冠名和管理费用，但收完钱后，后者
对学校并未有实质性的指导和资源
投入。

当地教育部门规划科负责人
说，北大附属实验学校是市政府引
进的名企业办名学校项目。“我们在

学校落地时也曾询问过冠名问题，
对方的解释是学校冠名的这个‘北
大’不是北京大学，而是和北大旗下
的校企合作，就用了这个名称。”

还有的名校合作办学质量良莠
不齐，效果不尽理想。

2011 年以来，北京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先后在贵阳市观山湖区和贵
安新区开办实验学校，两所学校均
是与当地政府合作创办的公办学
校，其中一所在当地拥有不错的口
碑，而另一所的社会认可度相对不
高。有家长质疑：“同样是北师大附
中的牌子，按道理，输出的教育理
念、管理模式应该都是相同的，办学
质量为什么有差别？”

一些地方还出现房地产企业参
与合作办校的现象，名校招牌成为

“售楼招牌”。
在重庆，一些公办中小学名校

与房地产开发商合办民校，由开发
商把学校修好、硬件设施配齐，学校
则出让校名冠名权，以师资和品牌、
管理等无形资产入股，再派出校本
部师资和管理队伍进驻办学。多名
置业顾问向半月谈记者透露，业主
子女可优先入读名校就是楼盘的最
大卖点，带学位的房源不仅“一房难
求”，房价也比周边楼盘高出 30%甚
至一半以上。

“名校光环”加持
高收费、高价学位房

与教育资源优质富集的名校合
作办学，在一定程度上对提升地方
教育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一种
发展教育的“捷径”。但在合作办学
过程中，一些冠名挂牌行为出现“变
形走偏”，由此带来的问题不容小

觑。
伴随着冠以各类头衔的“名校”

出现，高收费、高价学位房等现象随
之而来。

有了“名校光环”加持，冠名挂
牌学校的各类收费自然不菲。半月
谈记者在重庆、福州等地了解到，这
类学校的收费从每年两三万元到10
多万元不等。一些家长别无选择，
只好花更多的钱去享受原本是“公
益性”“普惠性”的义务教育。

“为了让孩子中小学上个名校，
只好硬着头皮去抢名校合作开发商
的高价学位房，花费少说也得上百
万元。”重庆市民林勇说，更省钱的
办法是通过交择校费进入名校，至
少也需要 10 多万元，且名额有限，

“花钱都不一定能抢得到”。
除了加重家长经济负担、加剧

社会焦虑，名校合作办学过热还容
易影响当地教育生态平衡。重庆市
一所民办校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
者，挂着名校招牌的冠名学校入场
后，借助“名校光环”加持，与真正的
民办学校抢夺优质生源，使得民办
学校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被挤压。

此外，一些名不副实的“联合办
学”还容易因管理不当引发其他矛
盾。

此前，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
融创万达文旅城采用与名校“联姻”
的方式，引进南开中学合办民校。
消息传出后该楼盘销售情况火爆，
但由于当地教育规划调整，引进的
名校落了空，由此引发数百名业主
维权。

一名教育系统干部说：“与名校
合作，打造好的学校还好，有的只是
单纯地挂块牌子，是典型的‘挂羊头
卖狗肉’，很容易引发矛盾。”

亟待规范
名校合作办学

“真正的名校合作办学，应该使
得学校管理、师资等教育资源共享
互通，既要充分发挥优质学校的辐
射带动作用，也要带动基础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福建师范大学教育学
院教授张荣伟说。

他认为，各地应对名校合作冠
名现象加强规范，严格把关、加强监
管，防止名校合作办学“野蛮生长”

“变形走偏”。
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地方已经

采取了相应举措“正本清源”。
重庆市 2019 年针对“名校办民

校”现象出台政策，要求公办中小学
不得新参与举办民办学校。

湖南省长沙市在 2020 年底，暂
停了公办学校托管民办义务教育学
校的审批，同时明确规定集团化学
校合作时限一般为6年，每所优质学
校集团化办学规模应控制在10所左
右。

“这些政策有助于将名校母体
与冠名学校进行分离，促进公办、民
办学校各归其位，帮助学校树立内
涵发展意识。”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
研究员罗士琰建议，教育部门还应
对新办冠名学校加强督导，提高基
础教育的整体质量。

贵阳市教育局相关部门工作人
员说，冠名挂牌、联合办学只是提升
办学质量的路径之一，扎扎实实练
好教育基本功更重要。只有抓住加
大本地教育投入这一根本，努力提
升自身办学力量，才能让优质教育
资源有效落地生根。

据新华社

陪96岁老人过年 几个“闺女”坚持7年
温暖2021 我说辽宁人

丹东二三零社区的陈浩等人与一位96岁的孤寡老人有一个延续了7年的团圆年之约——这些年来，每到除夕这个团聚的日子，她们几人会自发前往老人家给她包饺子，
陪她一起过年，不让老人在节日里孤单一人。“一回头才发现原来这么多年了，如今陪她过年已经是我们几人的习惯了，张姨就是我们的亲人。”陈浩说。

2021年除夕，陈浩(左一)等人去老人家给她包饺子. 受访者供图

收费高却很孬“冠名办校”有名无实 为讨工程款捅伤女老板
判刑又赔偿10余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