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帮忙
求助人!郁先生

我是一名家住碧江路 !""弄

!号楼的居民! 近半月以来"!号

楼楼下堆积了许多建筑垃圾"无

人清理!为此"我们也多次向物业

多次反映"却没有任何进展"无奈

之下只能寻求晚报帮助!

去调查
郁先生介绍，楼底的建筑垃

圾已放置了半个多月，楼里的居
民都颇有微词。记者看到，约莫有
!"多袋的建筑垃圾堆在居民楼的
墙边，一袋袋垃圾上面盖着好几块
块状的水泥板，高度与一楼住户的
窗沿齐平。此外，还有不少玻璃板
倚靠在这些袋装建筑垃圾上，看着
甚是危险。为此，郁先生也曾多次
向小区物业反映，却迟迟不见垃
圾运走。“物业就是把垃圾稍微整

理了一些，不再占道，但就是不搬
走呀。”郁先生无奈说道。

有结果
记者联系小区物业，工作人

员介绍，以往小区一旦有建筑垃
圾需清理，就会通知街道派人处
理。然而近日，物业也多次向街道
反映建筑垃圾堆放问题，却始终
没有音讯。记者后来从居委会了
解到，这段时间以来，小区所属的
江川街道用来运输垃圾的码头停
运了，这才造成了建筑垃圾堆积。
居委会负责人华书记表示，整个
江川街道的生活、建筑垃圾都无
处可去，只能被放置在原地，等待
码头开运时才能清理。不过，华书
记也承诺，只要码头开始运营，一
定会尽快将囤积的垃圾清走，还
居民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近日，记者接到居委会来电，

得知码头已开始运营，郁先生家
楼下的建筑垃圾也被清运干净。

实习生 李隽如

本报记者 季晟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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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侬忙

举报同学带零食到学校吃反被批评

孩子
建筑垃圾不清很闹心
码头恢复运营后垃圾被运走

! ! ! !近日，宁波一小学生违规将巧
克力带到学校吃，结果被同学举报
了，老师没收了巧克力。不料，很快
事情发生了反转。原来，举报者曾威
胁带巧克力的同学，必须送给他吃，
否则就告诉老师。弄清了真相后，老
师狠狠批评了举报人。
由一块巧克力引发的孩子“告

密”事件，谁对谁错，在坊间的争论
持续不断。撇开举报人的动机，难道
孩子向老师告状，真的错了吗？

反对方
告状有损集体互信
“学生告状很正常，但不能以此

培养告密者。”这就是那位处理此事
的王老师在事后撰文提出的观点。
有意思的是，王老师处罚举报人的
办法很特别———要求那个带零食来
吃的同学，当着对方的面把那块巧
克力吃掉，算是“帮他出了一口气”，
看以后谁还敢轻易告密。王老师认
为：“一个班级里最重要的是信任
感、安全感，除非是影响他人的破坏
行为或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其他都
不必来跟老师说。我希望学生们举
止文明，班级井井有条，但我不希望
通过同伴之间的相互告密来掌握他
们的动向。”
许多人纷纷为王老师的做法点

赞，网友们的留言也是倾向于认可

王老师的多，觉得有必要冷落那些
动机不纯的举报者。有网友表示：
“小树就得砍，不能长歪了。”#$世
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
在目前的学校管理制度之下，应当
赞成这名老师的做法。在这起事件
中，教师基本做到了基于事实，对当
事学生进行公正的处罚。但是，这是
否就能起到教育学生遵纪守法的作
用，还需打一个问号。那个同学以告
密为要挟，性质当然比上课吃零食
更恶劣，老师处罚举报学生，让被举
报学生当面吃巧克力，不仅是“出一
口气”，更是要让举报人由此真正懂
得怎样遵守规则和尊重他人。
静安区闸北第三中心小学心理

教师陈来秀说，当孩子事无巨细都
去报告老师时，实则是弱化了他们
自身对问题的正确判断和妥善处理
的能力，久而久之就容易养成遇事
“甩锅”的习惯，并且长大后有可能
成为“妈宝”和“巨婴”。

赞成方
告状或能阻止危险
不过，反对王老师做法的声音

也不小，甚至有点针尖对麦芒。以
“告密”“告状”为荣的现象如今在中
小学里还是比较普遍的。去年媒体
也曾报道过武汉一名初中班主任，
鼓励同学间相互监督和举报，被举

报的同学要扣分，举报者有时还会
得到加分。熊丙奇说：“更合适的方
式，是由类似于‘校园法庭’的独立
的学生事务中心来审理，这会成为
对学生的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孩子热衷向老师告密，这没大

错，不必过分解读。这是他们的天性
使然，是他们内心依赖成年人的一
种外在表现。”赞同这一观点的人也
不在少数。陈来秀说，告状、告密是
低龄儿童的常见行为，究其原因，这
与家长平时的引导有关，常常听到
有家长会关照孩子，在学校遇到什
么事情，一定要“告诉老师”。因此，
也有网友仍坚持地认为，如果学生
依据校纪校规，不带任何威胁要挟
的意思向老师举报同学的违纪行
为，这类举报就应该支持，而且还要
公开表扬，要不然怎么可能培养孩
子的遵纪守法意识呢？
在陈来秀看来，对于孩子的告

密，老师不妨分类对待。比如，对于
可能涉及别人私事的问题，告密者
如果想与老师一同分享他的“情
报”，此时老师就应该提醒举报人
“必须事先得到当事同学的同意”；
另一种情况是有同学正在发生可能
遭遇的危险情况，不论告密者是如
何获得的“情报”，都必须第一时间
报告老师，以便让老师深入跟进了
解，以防患于未然。首席记者 王蔚

鼓励 冷落打小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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