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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上海黄浦区人民法院对“上海九旬老人被保
姆‘骗’走200万元养老钱”一案作出一审判决，确认被告沈
宗礼将200万元钱款赠与被告蒋某某的行为无效，保姆蒋
某某应将钱款全部返还并支付相应的利息。

2023年6月，上海九旬老人卢德麟在网络上发布视频
称，由于儿子与儿媳常年定居在国外，她便雇佣50多岁的
蒋某作为保姆照顾自己与老伴沈宗礼的日常起居。而蒋某
在做居家保姆期间，经常对自己做出呵斥、推搡等行为。同
时，蒋某某还分多次转走卢德麟与丈夫共计200万元的养

老钱。
5月10日，当事人卢德麟的儿媳沈女士介绍，她们在9

日收到了法院的判决结果，“虽然看到结果我们比较欣慰，
但是这也是我们预料之中的，一审胜诉只是第一步。”沈女
士表示，在一审开庭时，保姆蒋某某曾表示确认收到200万
元，但并不同意原告全部诉请。“所以我觉得她可能会上诉，
接下来的审判及执行才是重中之重。”

200万元的存款对于卢德麟二老来说非常重要，“这是
他们的养老钱，如果未来我们将他们带出国，二老一旦生病

则需要高昂的医疗费。”沈女士告诉记者，如果她与丈夫回
国照顾父母，他们则需要放弃高额的年薪，也需要一大笔钱
来安顿。

沈女士表示，事情发生之后，父母二人一直希望能够将
自己的养老钱要回来，并从中拿出一部分作为“老人帮扶基
金”，“如果日后有其他家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我们希望
能够用这笔钱帮助更多老人。待民事诉讼结束后，我们还
将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大象新闻

家长
问卷属实，不理解调查目的

5月7日下午，安徽省淮北市一位家长在网上
发布视频称：当天，淮北市首府实验小学给学生家
长发放了一份调查问卷，征求家长“学校拟统一为
学生购买600元一双运动鞋”的意见，视频同步“晒
出”了一份盖有公章的调查问卷表。问卷表上有
两栏“家长意见”，分别为支持与不支持选项。同
时，在不支持栏目后还附有多项不支持理由供家
长选择或填写。

淮北市首府实验小学是一所隶属于淮北市教
育局管辖的公办小学。5月9日下午，当记者赶到
淮北市首府实验小学西校区时，家长们正陆续送
孩子上学。

“有这个事，我们家孩子收到问卷了，内容就
跟网上的一样。”校门口，一名三年级学生家长回
忆，由于不明确这张问卷的意图，便选择了不支
持。她表示，当时就询问了孩子，老师是否说学
校要给大家买鞋，孩子说没有。

一名同样收到问卷的四年级学生家长说，当
天中午，孩子称“老师说这个问卷要填，支持还
是不支持，都按实际情况来。”

随后，这名家长仔仔细细看了一遍问卷，猜
测这就是个单纯的调查。但因“仍有担心”，又
赶忙电话询问了几个相熟的其他班家长。“有个
家长跟我说，他孩子班老师直接说了可以填‘不
支持’。然后我也就放心选了‘不支持’。”

实际上，在记者走访的十余名家长中，大
多数家长对该调查问卷皆表示“不清楚”或“听
说过但自己没收到”，明确表示收到该问卷的
家长占少数。不过对于600元这一价格，多数
家长则表示难以接受。他们认为，小学生长得
快，一双鞋可能过半年就穿不上了，600元钱
买鞋有点浪费。

校方
接教育局任务，抽4个班调查

问卷调查为哪般？600元定价又从何
来？带着诸多疑惑，记者对校方负责人进行
了专访。

淮北市首府实验小学校长杨丽告诉记
者，学校仅做问卷调查，用于信息收集反馈，
学校本身并未有过统一购买运动鞋的打算。

杨丽向记者详细梳理“问卷始末”。她
表示，5月7日上午，学校接到来自淮北市教
育局相关科室的一个任务通知，称出于对
孩子健康成长考虑，想做一个关于校园健
康鞋的问卷调查，首府实验小学正是他们
选中的“样本学校”之一。杨丽说，当时，教

育局相关工作人员明确表示，此次问卷调查就是希
望收集实际数据，用于相关工作反馈。

随后，该校在全校六个年级65个班级中，抽取
了三、四两个年级中的4个班级开展问卷调查，并于
当天上午向这200余名学生发放了调查问卷。

“问卷上的内容是教育局相关科室发来的，我们
进行了打印和发放。”杨丽表示，组织发放前，校领导
曾向抽取的4个班级班主任介绍了此次调查背景，
并要求班主任在发放问卷前要做好说明解释。

不过她也坦言，学校工作确实存在不仔细的情
况。杨丽称，自己最初看到问卷上的600元也有点
吃惊，但想着本就是做一个问卷调查，就没继续深
究。此外，学校对老师是否当场向学生准确解释了
此次调查问卷的背景，没有进行监督；同时，没有充
分考虑较低年级孩子是否有能力理解，并向家长完
整转达校方的调查目的。

“如果那天让每位老师都能直接和家长对接，沟
通清楚调查背景就好了。”杨丽表示，学校目前已收
回所有问卷，并及时向家长做好解释工作。

教育局
定价600元，是我们工作失误

经过调查，记者得知，杨丽口中的“教育局相关
科室”正是淮北市教育局装备科，该科室负责人尉成
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尉成超介绍，淮北市教育局装备科是反馈“为消
除学生攀比心理，建议学校为学生配备统一款式的
校园健康运动鞋”这一调研主题的科室。此次问卷
调查是科室为了收集数据，做好相关反馈工作，在个
别学校、个别班级小范围地组织开展，并没有要求学
校统一购买运动鞋的想法。但在具体工作推进执行
中，确实出现了较大差错。

“问卷中600元的价格是我们的工作失误。”尉
成超解释，上述调研材料中，出现过类似“现阶段中
学生群体存在攀比穿着的现象，经调研，发现其鞋类
均价比较高，在600元左右”的表述，但装备科工作
人员误解了相关内容，将600元当作“定价”直接“搬
至”调查问卷中，并错将调查对象定为小学生群体，
下发至部分学校。

“对于此次事件，我们深感抱歉，因为工作中的诸
多错误，导致当前呈现的结果和我们的调查初衷产生
了重大偏差。”采访中，尉成超屡次表达自责和歉意。
他表示，目前，这项摸排调查工作已经全部终止。

“减少乃至消除学生的攀比心理，相关工作的初
衷本身是正向的。但由于我们相关工作人员对于调
查材料理解能力不够，工作推进方法不合适，工作过
程不够细致，加之把关审核不严，最终导致此次事
件。”淮北市教育局信息中心主任庄伟俊告诉记者，
接下来，淮北市教育局还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
追责。

学校拟统一购买
600元防攀比鞋？
官方回应：系工作失误，深感抱歉

近日，有学生家长称，安徽淮北某小学给家长发调查问

卷，征求家长对于“为防止攀比，学校拟统一为学生购买600

元一双运动鞋”的意见。事件一出迅速引发热议，很快便登上

了热搜。事情是否属实？真相究竟如何？5月9日，记者赴淮

北，探究“防攀比鞋”事件始末。

支持

不支持

保姆“骗”走九旬老人200万元养老钱 一审宣判：全额返还并付利息

此次引发广泛讨论的问题，除“600元防攀比鞋”，还有
“学生攀比心理”。

在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王云飞看来，攀
比心理来源于人性本身，青少年成长过程中出现这种问
题在所难免。存在一般的攀比心理很正常，也不会有太
大影响，但要谨防更高一级的无限度的攀比心理出现，若
严重的话甚至会引发一系列道德问题。

“出现攀比心理很正常，所以很难完全消除，只能尽
可能地减少。”王云飞说，“这就需要从外在规定及引导自
身反思两个方面去解决。”

王云飞认为，学校和教育部门制定一些强制性质的
规定，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攀比氛围的产生。此外，应该
通过正能量的教育去促使青少年进行反思，从而达到某
种层次的自律，也能减少攀比心的形成，“当然，这不单单
是学校或家庭教育就可以解决的。需要整个社会倡导美
好的价值观，营造积极向上的环境，新闻媒体、社会组织
等也要加强宣传引导。”

“孩子是脚，教育是鞋。”全国十佳社会心理工作者、
合肥市青少年心理研究会会长林林表示，她赞同部分学
校要求统一着装的行为，但切莫盲目地讲究一致，这样不
符合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需要，“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
的，都应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

“我在接触了很多孩子后发现，他们之间的比较会出
现在方方面面。所以，我们不可能用某种方式去杜绝孩
子们的攀比，更重要的是因材施教，给予他们更多的心理
满足，为他们选择最适合的教育方式和路径。”林林指出，
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中，需要用心去磨合教育
的“鞋子”和孩子的“脚”，而不是整齐划一，一蹴而就。

据央广网

防攀比，正确引导是关键

网传调查问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