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暑假了，“减负八项新政”
也有成效了，可是补课风盛行，有
的小学生还要参加 7 个补习班。
补课风盛行的背后，却是孩子们
脸上莫名的无奈与不满，“童趣”
没有了，“素质”空讲了，孩子成了

“挣分机器”和父母的“面子工
程”。殊不知，放暑假的目的，是
为了让孩子的身心能够得到较好
的休息与调整，以便养精蓄锐，投
入到新学期的学习生活中去。

这么说，不是说放暑假了孩
子不该补课，不该参加补习班，关
键是看怎么补、补什么。在亲情、
安全、才艺、自然人文知识等方面
补课，值得一试。但不管怎么补
课，都应该不增负，不剥夺孩子的
休假权和快乐童年。也就是说，补
课要尊重孩子的自愿，不强迫孩
子，真正让孩子过一个丰富多彩、
健康快乐的暑假。否则，让孩子感
到“放假比上学还累”，必然会对上

学厌恶，不仅对孩子心理造成伤
害，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而且折
射出了应试教育的“短板”，“短”就

“短”在剥夺了孩子作为暑假主人
的权利。毕竟，放暑假了，孩子是
主角，如何度假，理应由孩子说了
算，家长岂能越俎代庖？

记得武汉有名初二学生，有一
年放暑假了，他没有怎么休息，语
数外加上物理，天天在外面补课、
培优。有一天，他与他的爷爷聊天
时，他说：“爷爷，我真不想当人才，
宁愿做条狗。”他的爷爷大吃一惊，
连忙问原因。他回答说：“要当人
才就要不停地培优，做条狗多好，
天天有人宠着哄着，每天可以带出
去放风。”而今，一个暑假，小学生
要上7个补习班，连“出去放风”的
时间都没有，完全把暑假变成了孩
子的“第三学期”，当心“宁愿做条
狗”的呼喊还会震天响。

振聋发聩

别逼孩子
“宁愿做条狗”

□玫昆仑（公务员）

7月13日，北京市中小学正式放
暑假，这也是“减负八项新政”后的首
个暑假。但记者通过对60名中小学
生调查发现，家长给报的课外补习
班却增加了，一名人大附小五年级学
生称，她这个暑期要上六七个补习
班。 新闻见今日本报A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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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荷尔蒙有多种方式，据说
载着女孩骑摩托车狂飙就是其中一
种。但让人忧心的是，这种“速度与
激情”的释放方式，“热血青年”们又
有多少好运能够为安全兜底？

时下，孙某这样的行为已不
是孤例。一段时间以来，在郑州
的街头，热衷于狂飙摩托车“炸
街”的青年，似乎有越来越多之
势。当你走到大街上，远处摩托
车车主的人脸尚未看清，这种机
器“炸街”的马达声，已声声入耳，
一闪而过。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更有一些所谓的时髦青年，骑着
这种小摩托争相攀比“速度与激
情”，上演“生死时速”。

从耍酷的角度看，这些非法改
装的摩托车，是最经济的拉风方
式。噪音大、马力大、速度快，逆行、

闯红灯、横行快车道，均能“风驰电
掣”。但当这种“肉包铁”式的交通
工具，蜕变为类似于“F1方程式”赛
车，悲剧便已然注定：罔顾安全，狂
飙的摩托车怎能承受意外的残酷？
孙某的悲剧，正是这种只顾拉风不
顾安全而结出的一枚苦果。

惨剧已然发生，单方面苛责
刚刚成年的孩子，无助于遏制类
似事情的发生。对青少年而言，
人生观、价值观尚在形成当中，他
们自身仍是被监护的对象，遑论
凭一己之力约束自我。具体到该
起事件，事发当时这辆摩托车速
度很快，这从侧面说明，驾驶员已
不是第一次狂飙；非机动车不上
立交桥，更属基本常识。既然如
此，相应的家庭教育为何未能“未
雨绸缪”？孩子什么时候骑上摩

托车的？买车的钱从哪儿来？所
有这些关乎“青年飙车”的答案，
都应是家长们的监管职责。

难辞其咎的还有一些商家。
诚然，按照市场经济的概念，买卖
摩托车本属市场行为。但经济基
础离不开社会责任的支撑，郑州禁
摩已有多年，作为商家，如果不讲
社会责任，那么他的生意也很难长
久。当然，仅仅依靠商家自律，仍
有些理想主义。在道义之外，我们
仍希望相应的治理能更多一些卓
有成效的积极作为。有报道称，郑
州街头“骑这种小摩托车的驾驶员
大多是学生”。因而，倘若在常态
的街头治理之外，相关部门能从控
制源头售卖、治理非法改装上遏制

“危险的交易”，因此而导致的悲剧
会不会少一点呢？

城市话题

“热血青
年”不该用街
头狂飙证明

□杨兴东（媒体人）

今年18岁的孙某，此刻一定十分
懊悔。就在7月14日晚9点10分，坐
他摩托车的女友，因为刹车失灵而被
甩落立交桥下，生命垂危。这辆出事
的摩托车车身上，还印着“热血青年”
四个大字（新闻见昨日本报A06版）。

媒体评说

北京晨报
7万还是3万都不是最重要

近日，有关“我国人民币存款突破百
万亿”、“中国人均存款 77623 元”的消
息受到广泛关注。不少市民惊呼自己

“拖了后腿”。专家指出，人民币存款的
统计口径既包括个人存款，也包括企事
业单位存款和财政性存款等。根据本报
记者的测算，以全国人口总数 13.5 亿计
算，截至今年 5 月底，中国人均存款为
32719元。其实，一项简单的“人均存款”
并不能说明什么。在消费多元化、理财
多元化、投资多元化、收益多元化的当
下，存款已经成为最不合算的理财方
式。无论是我国人均存款到底是 77623
元，还是 32719 元，这都不重要，重要的
是，国人赚再多的钱，也不会通过消费来
变现幸福。可以肯定，只有政府在社会
保障方面加大投入，国人才会敢于花钱。

新京报
如何实现有序的民主

“民主是个好东西”，指的就是民主
能够造福于民。民主要造福于民，其中
一个前提就是社会秩序不能失控，不能
给人民带来痛苦。要是民主导致国家动
乱，民不聊生，腐败风行，谁还要民主？
反民主的人往往拿这个来吓人。事实
上，更多的事实证明，推进民主并不必然
导致秩序失控。现在我们谈论中国梦，
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伟大复兴内容很多，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就是高度的民主和法治。民主是人类社
会的发展潮流，不断走向民主是不可逆转
的政治发展趋势，无论对哪个国家都如
此，中国也不例外。孙中山先生曾讲过，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
亡”。他讲的世界潮流主要指的就是民
族要独立、国家要富强、人民要民主。

人民日报
只有听取意见，才能有的放矢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指
导时强调，教育实践活动要调动广大群
众积极性，“引导群众履行监督责任，多
提意见建议”。这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取得实效必须秉持的“方法论”。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能没有群众参
与。教育实践活动开展得好不好，愿不
愿听取群众意见、会不会征求群众意见、
能不能听进群众意见，是其中关键。只
有听到真心话，党员、干部思想上才会有
真触动。只有摸到真意见，查摆和解决
问题才会有的放矢。听到真实的意见，
还得有实际行动。群众意见最大、反映
最多的问题，是工作中最需要加强的环
节，也是改进作风的重要“着力点”。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提
出统筹制定领导干部办公用房、住房、配车等
工作生活待遇标准，切实解决违反规定和超
标准享受待遇的各种问题。记者日前对27个
省(市)的公务员购房补贴标准进行梳理发现，
我国各省市不同级别公务员住房(补贴面积)标
准相差悬殊，其中，近20个省市公务员房补面
积标准高于北京。（7月15日《南方都市报》）

类似的新闻并不是第一次出现，给公众已
经不是新鲜感。购房补贴仅仅是公务员福利泛
化和名目繁多补贴发放的一种。有关调查显
示，名目繁多的奖金、五花八门的福利补贴，特
点是名目多、发放滥、数额多，呈愈演愈烈之
势。也就是说，公务员收入除了“名义收入”，还
有说不清、弄不明的其他收入。在这样的事实
面前，公务员购房补贴乱象的出现值得奇怪吗？

公务员购房补贴乱象不仅在公务员群体
内部产生了不公平，而且影响到了整个社会
的公平、公正。据统计，在很多地区或部门
中，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在其合理货币总收入

中所占比重低于1/2，有的仅占1/3或更小比
重。同样是公务员，所在部门不同，收入差异
也很悬殊，越是握有实权的部门，收入渠道也
越多，导致部门之间工资缺乏透明度，失衡严
重。并且，我国公务员福利制度存在泛福利
化问题，福利水平不平等、不确定，福利形式
缺乏社会化。公务员收入的多元化和隐性化
不仅扰乱正常的收入分配秩序，而且容易滋
生腐败。

当下，公务员的津贴补贴等制度外收入
在公务员的全部工资收入中已经占有相当大
的比重，甚至超过了工资。并且有些地方和
部门为多发津贴补贴，加剧了“政府权力部门
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倾向，
导致政府职能异化和公务员角色错位。从

“购房补贴标准悬殊”看公务员津贴发放之
滥和乱，让人震惊，而且，这不仅仅与公务员
群体有关，更与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相关。
那么，就应从清理公务员的制度外收入开始
对公务员购房补贴乱象进行治理。

能让官员在台上冒汗，这样
的电视问政还是有点含金量的。
现实中类似电视问政一样的官民
互动不少，但一般经由同质化程
序：问的内容是事先确定的，观众
是事先组织的，即使现场有一些
过火的镜头事后也会被剪去……
两相对比，武汉的电视问政，确实
不错，也难怪受到不少关注。

但是，形式是为内容服务
的。如果没有内容，只有形式，那
就容易陷入审美疲劳，成为一种

“形式创新”。看起来台上冒汗已
经不错了，但要看到，电视问政的
对象总是有限的，一个官员这次
被问政了，下一次再上可能就是

一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了。这也
意味着，只要流过了这一次汗，那
就能保证很长时间不再流汗。

电视问政必须致力于解决问
题，不能满足于台上冒汗。台上
汗冒得再多，如果没有后续动
作，也只具观赏效应；现场再认
真顶真，也难免流于形式。相对
而言，即便官员没有冒汗，但只
要民声民情“事事有回音、件件
有落实”，那也应该值得肯定。
据称，武汉市的 4 位副市长、13
个城区区长以及数十个部门一
把手带领工作人员，按照分管领
域的不同，来到武汉街头巷尾，
和市民商量、实地解决新近的诉

求。这种态度，虽在镜头外，但
比镜头内还要精彩。

有诉求必须落实，但也存在
落实不了、不好的情况。这就涉
及到责。有人称，“要想台上少冒
汗，只有平时多流汗”。这不仅是
对官员讲的，也是对制度讲的。
我们的制度能不能做到，让那些
平时不做事、做错事的官员受到
约束、付出代价、直冒冷汗？

电视问政不能满足于台上冒
汗，电视问政台下比台上更精
彩。“群众的意见就是我们的镜
子，百姓的期待就是我们的努力
方向。”要想实现台上台下一样精
彩，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电视问政
不能满足于
台上冒汗

□毛建国（媒体人）

官员们坐在台上，主持人播放一
段段事先由记者暗访拍摄的短片，曝
光城市建设的种种弊端，市民现场问
责官员，其中不乏犀利麻辣的场面，
这就是武汉的“电视问政”。据称，不
少官员在台上被问得脸红尴尬，满头
大汗。 （7月15日《新京报》）

公民声音 购房补贴乱象影响社会公平公正
□朱四倍（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