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 不久前，新华
社“新华视点”栏目播发了《一根跳绳卖78
元？——杭州中考专用绳调查》。报道播
发后，记者获悉，涉及杭州中考跳绳的企业
已在被立案处罚阶段，相关责任人还在接
受调查中，杭州有关部门正围绕“中考跳
绳”一事积极整改。

与此同时，记者注意到，安徽、重庆、
福建等地不少网友也纷纷爆料，当地同
样有“中考专用绳”情况，且每根动辄上
百元。

为何各地频现“中考专用绳”？一根普
通跳绳为何卖这么贵？记者展开了调查。

高价跳绳成家长负担高价跳绳成家长负担

正值放学时间，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
青山路初级中学一文具店门口，已聚集了
不少学生，他们蜂拥而来购买恒康佳业牌

“中考专用绳”。
“我之前没买这种‘中考专用绳’，老师

不仅批评我，还叫家长立刻去买。我只好
向父母要了120元，买了根带计数的跳绳。”
青山路初级中学一名初一学生说。

在六安市金安区，当地有老师要求初
中学生购买金誉佳牌“中考专用绳”，这种
跳绳每根150元。

在重庆，记者以家长身份走访主城区
多家中学周边文具店，问及是否售卖“中考
跳绳”时，多名店主不约而同向记者推荐同
一品牌——培林牌跳绳。

“中考跳绳和普通跳绳的区别我也不
懂，反正中学要求用这种，我们就去批发这
种。一根零售价110元（带计数功能）。”多
名店主坦露，价格这么贵，只有中学生才
买，他们也不敢多批发，多了怕卖不掉。

“一根钢丝包上皮，加两个塑料把手，
就要100多元。”福建省莆田市一名家长在
社交平台发帖吐槽中考跳绳价格虚高。她
告诉记者，老师在孩子班级群里通知让家
长购买，说是“中考统一标准”；家长统一缴
费后，跳绳直接送到学校供孩子们使用。

该家长向记者出示了一个微信小程序
链接，链接标题为“2024年莆田市体育中考
升学考试专用器材”。记者看到，该小程序
共包含中考专用跳绳、中考专用排球、中考
专用实心球三类产品，价格分别为120元、
100元、38元，家长需在产品展示下方填写
所属学校、班级、座号、学生姓名、联系电话
等个人信息。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省份网友也反映，
当地存在类似的高价“中考专用绳”问题。

小跳绳蕴藏小跳绳蕴藏““大商机大商机””

记者在安徽、浙江等多地采访时，各地
教育部门明确表示，体育中考没有专门的
指定用绳。但是，在不少地方，学生不能自
带绳子参加考试，统一由当地教育考试部
门提供绳子；各区县教育部门会租赁某些
厂商的跳绳及测试仪等相关产品，或选择
某家考试服务商，由考试服务商选用某款
跳绳及相关产品。

以六安市金安区为例，2020年，当地教
育部门通过邀标的方式，选择了一家中考
体育服务商，每年考试服务费约 10 万元。
该服务商选择了金誉佳牌跳绳及跳绳测试
仪设备。因此，金安区近几年中考体育均
使用金誉佳牌跳绳，这一情况让老师、家
长、学生等认为，金誉佳牌跳绳是金安区中
考专用绳。

“对我们家长来说，考试用什么牌子的
跳绳，我们就只好买什么牌子的跳绳让孩
子练，希望孩子在考试时轻车熟路考出好
成绩。价格贵也没办法。”金安区多名家长
无奈地说。

“我们在重庆做了10余年了，重庆有总
代理，二级代理应该能拿到六折的价格。
很多地方一直在用，我们销量很大。”深圳
市培林体育科技有限公司王姓负责人坦
言，“我们跟教育部门有联系，否则怎么能
做呢？”

培林公司重庆总代理刘女士说，重庆
大部分区县都在用培林牌跳绳，全市总体
销售情况一直都可以；有的规模不大的店
一年卖几千根，大的店一年能卖几万根。

“跳绳测试仪一台1万多元，所以一旦
确定下来之后，教育部门就不会轻易调整
品牌。”多地区县中考专用绳品牌服务商坦

言，将体育考试设备租赁给教育部门其实
不挣钱，他们做的更多是中小学体育考试
机制下的“政策市场”。“中国家长普遍有考
试焦虑症，只要能成功进入体育中考产品
使用目录，生意自然就有。”

跳绳的成本和售价一般是多少？多名
跳绳品牌厂家负责人告诉记者，带计数功
能的跳绳，每根成本一般是二十几元；不带
计数功能的普通跳绳，每根成本只需三五
元。记者在一些电商平台搜索发现，带计
数功能的跳绳，每根零售价一般为三十多
元；不带计数功能的普通跳绳一般只需十
几元。

“中考专用跳绳价格那么高，不是正常
的市场行为，背后有一条清晰的利益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说，即便教
育考试部门没有要求当地学生购买某款跳
绳，但只要某款跳绳成为考试专用跳绳，学
校和家长为了提高考试成绩，往往不得不
跟着买。相关厂商看准的就是这个市场。

高价跳绳如何不成为家长之痛高价跳绳如何不成为家长之痛？？

2020 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布的《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
明确规定，学校“不得强制或者暗示学生及
家长购买指定的教辅软件或资料”。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教授彭泽
平表示，高价中考跳绳现象，不仅加剧了
家长的经济负担，还损害广大家长对学校
的信任度和教育考试部门的权威性。有
关部门应加大对中考跳绳考试的监管，对
中考用绳存在品牌垄断的行为予以坚决
查处。

多名教育部门人士认为，对于跳绳等
考试体育用品，教育考试部门如通过招标

确定某款产品，合同中应有相应的价格条
款，如根据市场平均价来明确价格区间，
防止相关品牌方牟取暴利。“中考体育用
品这类面向千万青少年的产品，市场定价
不宜过高，不能让其拥有暴利。”重庆一名
家长说。

北京大学教育学博士徐春国等人认
为，高价中考跳绳看似小事，但老百姓很反
感。教育部门出台一项政策方案时，应多
评估政策调整可能带来的多方效应，及时
优化跳绳考试方法。例如，教育部门可考
虑采购市场上较为成熟的 AI 智能测试设
备，允许学生自带跳绳参加考试，这样既不
影响考试效率，也不增加家长负担。“学生
通过使用平常熟练且性价比更高的绳子考
试，跳得多、跳得稳，更能凸显体育考试的
正向激励作用。”

体育中考时，学生能不能自带跳绳？
使用的绳子不同，会不会影响考试公平？
浙江省宁波市已经进行了探索。

宁波市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宁波市每年有2万余名学生自带跳绳参加
体育中考，所以不存在“中考专用绳”。为
保证跳绳考试效率和公平，宁波市一方面
允许学生跳2次，以其中最好的一次作为成
绩；同时，通过采购AI智能计数设备，让人
工计数变为机器计数，考试效率不仅提高
了，而且比人工计数更精准。

熊丙奇认为，为防止形成事实上的垄
断，中考不宜指定某款跳绳，应该允许学生
带日常训练的跳绳参加测试。同时，学生
体育考试不必像竞技体育一样过分看重

“更高更快更强”；比如，北京体育中考，很
多项目实行“达到良好即满分”的评分标
准，以降低难度，突出健康导向。

新华社北京1月 18日电（记者 陈
炜伟 姜子琳）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等 7 部门 18 日对外发布《关于加强高校
学生宿舍建设的指导意见》，从 4 方面
提出 11 条政策措施。指导意见提出，
引导高校通过新建、改扩建、修缮、装
配化改造提升等多种方式，补齐高校学
生宿舍短板。

指导意见明确，支持宿舍面积缺口
大、具备新建条件的高校，参照《普通高
等学校建筑面积指标》（建标191-2018）
新建一批学生宿舍。鼓励新建宿舍参照
本科生四人间、硕士研究生两人间、博士
研究生单人间的标准规划建设。引导地
方政府优化利用闲置资源，为高校学生
宿舍“拆旧建新”、改造翻新提供周转住
房。指导资源缺口大且新建难度较大的
高校，对校内招待所、培训中心等具备住
宿功能的用房进行改造利用。鼓励高校
通过购买、租赁学校周边的人才公寓、商
住楼等社会用房，补充宿舍资源，并按照
校内同等标准，加强配套服务管理。

指导意见提出，合理调整宿舍收费
标准。按照公益性原则及规定程序，综
合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学生家
庭经济承受能力和高校学生宿舍维护运
行成本等因素，稳妥推进高校住宿费标
准动态调整，建立合理成本分担机制。
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规定落实好资
助政策，保障基本学习生活需求。

指导意见明确，推动招生计划与宿
舍面积挂钩。引导高校健全基本办学条
件与发展规模相适应的长效机制，推动
高校招生计划安排与宿舍面积达标挂
钩，将高校学生宿舍达标情况作为招生
计划安排的重要参考因素。对学生宿舍
面积总量缺口大、学生反映强烈的高校，
原则上不得新增安排招生指标，问题突
出的要压缩招生指标。

指导意见还提出，优化学生宿舍功
能设置，加强空间共享和复合利用，将党
建、学习、休闲、娱乐、健身、社团活动等
空间与学生宿舍同步规划、同步建设，科
学配置消防设施设备。

新华社天津1月18日电（记者 周润健）季
节变迁，岁月流转，不经意间已至大寒。北京
时间1月20日22时07分将迎来大寒节气，这
是由冬向春的转折点。此时节，天气依旧寒
冷，但也抑制不住春的气息，正所谓“造物无言
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著，
只待新雷第一声”。

天津民俗专家、专栏作家由国庆介绍说，
大寒是二十四节气中最后一个节气，也是冬季
最后一个节气。十五天之后就是立春，新一轮
二十四节气将开启，周而复始。

“大寒年年有，不在三九在四九”。今年的
大寒恰值四九第三天，再过六天就会进入五
九，整个五九几乎都在大寒节气中。大家耳熟
能详的“数九歌”里唱道：“五九六九河边望
柳”，从河边望柳的期许中，能隐约感知“春回
律动”的迹象。当然，这个迹象仅限于我国北
方大部分地区，尤其是黄河流域以北而言，南
方则是春的脚步越来越近。

大寒节气多在腊月，今年的大寒节气就落
在腊月初十至腊月二十四。由于时常与岁末
时间相重合，我国民间有“大寒迎年”的说法，
一些民俗活动便也多了些辞旧迎新的意味。

时近年节花市兴。随着春节将至，花卉市
场开始迎来销售旺季，人们纷纷走进花市，挑
选心仪的花卉，准备装饰家居，增添过年气氛。

大寒有花信，三候远闻香：“一候瑞香，二
候兰花，三候山矾”。三花形态清隽且花香馥
郁，在清冷的空气中格外诱人。

由国庆表示，兰花有着“淡泊、高雅、高洁、
贤德”美好寓意的花语，被喻为“花中君子”，成
为最受欢迎的年花之一，每年春节，都非常走
俏，受到欢迎。

时至大寒，冬天的背影开始渐行渐远，春
天的脚步已是缓缓归矣。在这个“明朝换新
律，梅柳待阳春”的时节，不妨约上三五好友闲
坐，或围炉，或煮酒，或温茶，在谈天说地中放
下过往、忘掉烦恼，高吟一句“沉舟侧畔千帆
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大喊一声“两岸猿声啼
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以健康的体魄、乐观
的心态、饱满的热情，和万物一起，去拥抱一个
崭新的时光轮回。

“彩礼”是我国传统婚嫁习俗，近年来各地
涉彩礼纠纷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对此，最高
人民法院1月18日发布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通过明确裁判
规则，助力引导人民群众更加理性地看待彩礼
问题。规定自2024年2月1日起施行。

规定旗帜鲜明反对借婚姻索取财物，明确
指出：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
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根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
件中，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
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
值、给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

规定也明确，一方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
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礼金，
为表达或者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支出，以及
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等，不属于彩礼。

同时，规定进一步完善彩礼返还规则，明
确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
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
一般不予支持。

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
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
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
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
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
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
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
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
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据新华社

1月18日，市民在北京雍和宫展示领取的腊八粥。
当日是农历腊月初八，人们有在这一天喝腊八粥的习俗。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揭秘高价中考跳绳背后利益链
20日大寒：

明朝换新律，梅柳待阳春

离婚后“彩礼”要不要还？

最高法明确有关问题

腊八到腊八到 粥飘香粥飘香

多部门联合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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