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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被誉为“地球之肾”的      是地
球上生物多样性丰富和生产力较高的生
态系统，在控制洪水、调节水流、调节
气候、降解污染等方面有重要作用。

A. 森林    B. 湿地    C. 草原
2、湿地是指不问其为天然还是人

工，常久或暂时之沼泽地、泥炭或水域
地带，带有或静止或流动、或为淡水、
半咸水或咸水水体者，包括低潮时水深
不超过      米的水域。

A.8 米    B.7 米    C.6 米
3、我国湿地面积占全球的      ，位

居亚洲第一位，世界第四位。
A.8%    B.9%    C.10%
4、我国于      年加入《湿地公约》。

截至 2012 年，我国已建成国家湿地公
园 145 处。

A.1992      B.1993      C.1994
5、每年      为世界湿地日。利用这

一天，政府机构、组织和公民可以采取
大大小小的行动来提高公众对湿地价
值和效益的认识。

A.1月1日   B.2 月 2 日   C.3 月 3 日
6、湖南省首批被列为国际重要湿

地名录的是      。
A. 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
B. 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
C. 南洞庭湖湿地和水禽自然保护区
7、有的科学家曾这样预言 ：“水，

不久将成为一个深刻的社会危机”。下
列主要原因中，属于人类活动所造成的
是      。①虽然地球上总水量很大，但
淡水资源却不富裕；②地球上淡水分布
很不均匀; ③水被污染的问题日益突出； 
④不合理地开发利用水资源； ⑤浪费
水的现象依然严重存在。

A ①②       B ③④⑤       C ②③④
8、水生态环境主要是指影响人类

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以（陆地）水为核心
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
素所形成的有机统一体，包括       、以及
毗邻的土地、森林、草原、野生动物、自
然古迹、人文遗迹、城乡聚落、人工设施等。

A 地表水  湖泊水   B 地下水  泉水   
C 地表水   地下水

9、1993 年第 47 届联 合国大会将
每年的      定为世界水日。我国将每年
的      定为中国水周。

A．3 月 22 日，3 月 22～28 日
B．4 月 22 日，4 月 22～28 日
C．5 月 22 日，5 月 22～28 日
10、我国年均水资源总量为      万

亿 立方米，居世界第 6 位。但我国却
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人均水量为
2231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1／4。

A．3.2    B．2.8    C．3.5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规定，

国家对水资源实行      的管理体制。
A．中央管理与地方管理相结合
B．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相结合
C．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
12、中国国家节水标志是由      组成。
A. 水滴、森林、地球
B. 森林、人手、地球 
C. 水滴、人手、地球
13、国家建立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制度，禁止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置
排污口。在《生活饮用水集中式供水单
位卫生规范》明确规定：取水点周围半
径 100 米的水域内，      捕捞、网箱养殖、
停靠船只、游泳和从事其他可能污染水
源的任何活动。

A. 严禁      B. 允许    C. 限制
14、根据湖南省第一次水利普查

公报，全省共有流域面积 50 平方公里
及以上河流      条，总长度为      公里。

A.1201,42516      B. 1301,46011    
C.1401,49590

15、水利风景区是指以水域（水体）
或      为依托，具有一定规模和质量的
风景资源与环境条件，可以开展观光、
娱乐、休闲、度假或科学、文化、教育
活动的区域。

A. 山体     B. 水利工程     C. 森林
16、水利风景区在涵养水源、保护

      、改善人居环境、拉动区域经济发
展诸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A. 生态    B. 水利工程    C. 历史文物
17、水生态环境主要是指影响人类

社会生存和发展的，以      水为核心的

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
所形成的有机统一体。

A. 陆地     B. 地表     C. 地下
18、水利部于      颁布实施《水利

风景区管理办法》。
A.2001 年 7 月    B.2004 年 5 月    

C.2004 年 8 月
19、水利部于      施行行业标准《水

利风景区评价标准》。
A.2001 年 7 月    B.2004 年 5 月    

C.2004 年 8 月
20、水利风景区建设与发展的基

本理念是      。
A. 以开发促保护
B. 以保护促发展 
C. 以开发促保护，以保护促发展
21、水利风景区的基本目的和作用

在于        。
A. 水生态环境的保护
B. 水工程安全的维护
C. 水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水工程安

全的维护 
22、水生态环境的改善，将极大地

提高      的价值。
A. 水利工程    B. 水利风 景 资源    

C. 水资源
23、科学、合理地开展水利风景区

建设，可以为      质量的改善提供支持。
A. 水生态环境    B. 水资源    C. 水

利工程
24、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建设、

施工、改造要统筹考虑      区的建设。
A. 水利风景    B. 旅游    C. 休闲
25、水利风景区建设的重点类型

有水库型、自然河湖型、城市河湖型、
水土保持型、灌区型和        。

A. 娱乐型    B. 休闲型    C. 湿地型
26、水利风景区可持续发展要求

规划应充分体现      、科学性、合理性。
A. 系统性    B. 实用性    C. 前瞻性
27、水行政主管部门应该注重处

理好      保护同水利中心工作、水利资
源综合开发利用以及维护河流（水域、
湿地）健康的关系，推动水生态环境的
治理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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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 水资源    B. 水土资源    C. 水生
态环境

28、水利风景区的设立、规划、建设、
管理和保护，适用      。

A.《水利风景区发展纲要》
B.《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
C.《水利风景区评价标准》
29、设立水利风景区，必须报请有

管辖权的      或流域管理机构批准。
A. 当地人民政府    B. 水行政主管

部门    C. 国务院
30、水 利风景区划分为三级，即

      、省级和市级水利风景区。
A. 市级    B. 省级   C. 国家级
31、截至 2012 年底，湖南省已有

各级水利风景区 57 处，其中国家水利
风景区      处。

A. 23    B. 24  　C.25
32、水 利风 景区设 立 后，应当在

      年内依据有关法规编制完成规划。
A. 一    B. 二    C. 三
33、水利风景区规划编制应当委托      

单位承担。
A. 省级以上规划设计    B. 具有相

应资质的    C. 上级主管
34、水利风景区的建设与管理必

须严格按照规划，结合      的建设与管
理进行。

A. 水利工程    B. 基础设施    C. 配
套设施

35、水环境质量包括水体、水质和
      。

A. 水面    B. 水量    C. 污水处理
36、水土保持质量包括水土流失

综合治理率和      率。
A. 森林覆盖    B. 林草覆盖    C. 绿

色覆盖
（下接 A04-B03 版中缝）

小学取消补课，家长联名哭诉
金堂数十名家长联名要求恢复补课，当地教育局回应望“多给娃娃点成长空间”。
家长们要求学校为 6 年级的学生在 4 点半的放学时间后再多加一些补习时间。为此，

学生家长们自愿向学校交了 400 元的补课费。“补课费”交了不到一个星期，学校召集
家长们开会，宣布不补课，并退回家长们的 400 元钱。

文 / 邓海建
在教育部刚刚对小学生减

负版“国十条”征询意见的背景
下，家长、学生、校方各各对补
课“难舍难分”到一掬眼泪的地步，
这可能要令足不出户的专家学者
大跌眼镜了。尽管当地教育局回
应称，望“多给娃娃点成长空间”，
但在家长或学生眼里，可能小升
初的成绩比“成长空间”更为实惠。
这就像素质与高考成绩一旦对垒
起来，恐怕更多人还是倾向后者
一样。这不是市侩选择，而是复
杂语境下的生存焦虑。

唐伯虎的《桃花庵歌》里
唱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
他人看不穿。”趋利避害，人之
本性。家长联名“求补课”，甚
至连小学生都希望“被补课”，
这显然不能视为简单的群体癫
狂，作为理性经济人，这样的
选择既有现实性，也有性价比：
一者，一个学校不补课，不代
表所有学校不补课；城里学校
不补课，不代表乡下学校不补
课；集中起来不补课，不代表
分散下去不补课……在教育偷跑
已经成为明规则的当下，谁恪守
规则，反而“很傻很天真”，连
起跑线上在哪里都分不清的民
众，又怎会甘心明晃晃输在补
课这回事上呢？

二者，就算所有学校都信守
不补课的诺言，但还是架不住商

业补课机构的搅局，且不说市场
上的补课行情已经令家长大呼吃
不消，就算从补课效果上看，显
然没有天天跟孩子在一起的科任
老师更懂得有的放矢、更熟悉孩
子的学业情况。一句话，400元钱
一个学期的补课费，不仅价廉物
美，更让家长放心安心。如果禁
绝了校内的廉价补课，在家长的成
绩焦虑无法缓释的情况下，不过
是为校外补课提供了更多“刚需”
罢了。从教育公平来说，这反而加
大了穷孩子向上流动的成本。

地方教育部门向补课说不，
这自然是权力作为的好事。但如
何保证教育执法的效率与常态，
以及让孩子的“成长空间”兑现
为人生博弈的硬通货，这显然
又不是地方教育部门能做得了主
的事情。这样的纠结，恰恰是中
小学减负的尴尬现状：不减负，
学生的拉杆箱书包受不了；当真
减负了，校内负担校外补，家长
的荷包更受不了，反而还会导致
更多乱象，揪心又操心。家长宁
可选择校内补课，不过是“次坏
选择”罢了。症结究竟在何处？
说到底，升学评价体系的“牌坊”
岿然不动，逼着学校、学生与家
长唱素质教育的大戏，谁当真，
谁就当真要输了这一局。

破解家长联名“求补课”之
悲怆，只是让不得不癫狂的家长

“淡定，淡定”，有用吗？

谁逼着家长联名“求补课”

孩子上小学不补课，家长急哭了
学校因为补课被家长投诉的事很多，却很少见

到因为不补课而遭遇家长“控诉”的事。10 月 20 日，
家住金堂的文女士说：“娃娃读小学 6 年级了，家长
都愿意补课，但学校不干，我们准备的补课费也退
回来了。马上上初中了，不补课怎么要得？”

该班数十名学生家长联名要求学校补课，遭到
学校拒绝。而两名该班学生也称：当老师在课堂上
宣布今年不补课时，班上的同学都很失望。

数十名家长按手印联名求补课
“6 年级了，小升初的关键时期，不补课怎么要

得？”文女士感到不可思议。文女士的女儿前年从上
海转学回金堂，成绩中等，她希望女儿借补课提升成
绩，打牢基础，考上个好初中。

文女士说，此前，班上的家长们要求学校为 6
年级的学生补课，即在 4 点半的放学时间后再多加
一些补习时间，一直上到 6 点才放学。为此，学生
家长们自愿向学校交了 400 元的补课费。

然而，“补课费”才交了不到一个星期，学校
就立即召集家长们开会，宣布不补课，并退回家
长们的 400 元钱。“我们一再要求学校补课，但学
校坚决拒绝。”

文女士说，会上，家长们联名要求学校对 6 年
级学生补课，数十名家长在联名书上按了手印，但
仍遭到学校的拒绝。“大部分家长当场表示不满，有
不愿意收退回的钱的，有的甚至当场就急得哭了。”

同学：怕被请家教的超过
不补课了，学生们又是怎么想的？
10 月 20 日下午，就读该班 6 年级的学生雯雯 ( 化名 )

告诉记者，当老师在课堂上宣布今年不补课时，班上的同学
“都”很失望，“都在问老师为什么，为什么不补课？”

雯雯说，班上很多同学都希望通过补课来提升自己的成
绩。“我在班上成绩中等偏上，但我想考金堂中学，现在这
个成绩不一定能考上，我也希望补点课。”

另一名同学琳琳 ( 化名 ) 告诉记者，即使学校不补课，
很多家庭经济条件好点的同学也会考虑请家教，或在培训
班补课。琳琳说，对于家庭经济条件一般的学生，这似乎
不公平。他们“每天都在不断进步。我们没补的，可能就
会落后”。

当然，并非每个学生都对补课持赞成态度。雯雯说还是
有一些同学不赞成加课或补课，“小学就这样补课的话，以
后初中高中该怎么补？”

回应：规定要求学校不能违规补课
10 月 20 日下午，记者致电该班班主任汪老师。汪老师

称，学校不补课是严格按规定办事。“教育局有规定不能补课，
我们也不能补”。

当日下午，记者来到金堂县教育局，该局一名负责人称，
教育系统对学校有偿补课有严格规定，严禁违规补课。“我
们也是严格执行省教育厅的相关规定。”

“家长们的心情我理解，我自己也是一名家长，但在义务
教育阶段，何不多给娃娃一点成长空间？”这名负责人说。

  （据《成都商报》）

■凤眼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