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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

殷晓非是谁？殷晓非是河南南阳
一个普通人。6月4日，在湖南娄底二
大桥下，为救落水女青年，殷晓非连衣
服都来不及脱掉就第一个跳进湍急的
河流中进行营救，最终献出了年轻的
生命。

现在，英雄回家了。在离别家乡
多日之后，这个忠厚老实、侠肝义胆
的河南汉子，化作了一捧灰土，永归
他热爱和眷恋的土地。 6 月 9 日上
午 9 点，在沪陕高速南阳卧龙站路口
两旁，站满了自发前来迎接英雄殷晓
非 骨 灰 的 数 千 名 市 民 。“ 向 英 雄 致
敬！”“晓非，家乡亲人接你回家！”“放
心去吧，我们都是你的家人！”人群中
有学生、教师、工人、农民、公务员等，
有的手举横幅，有的手捧鲜花，静静
地 守 候 着。（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
A10版）

有这样一种人，他很平凡，但在
关键的时候，总能闪烁出耀眼的光
芒 。 殷 晓 非 正 是 这 个 群 体 中 的 一
员，纵身一跃的瞬间，用生命书写了
一个大写的人。湖南娄底，河南南
阳，这两个一南一北的城市，也因为
好人殷晓非，而凝结起不可分割的
情感联系。英雄的意义，跨越地域
的阻隔，也跨越了时间，成为一座永
远的丰碑。

易卜生说，“我常常觉得整个世
界像是一艘海上遇难的大船，最要紧
的是救出自己”。从哲学角度审视，
殷晓非的行为，也正是在替我们救赎
自己。当救与不救成为“键盘英雄”
们的热点话题，平凡的殷晓非，似乎
从未纠结所谓的“道德底线溃散”，用
实际行动向社会公众重新诠释了一
次“河南好人”，给“见义勇为”谱写了
新的内涵。而更值得珍视的是，殷晓
非远在遥远他乡，对于身处险境的陌
生人，如果未伸援手，舆论也不会带
给他丝毫压力。慷慨救援的背后，是

一种古之侠者的热忱，也是一种公共
精神的践行。

而现在，这样的精神似乎有些让
人感到稀缺。某种意义上，我们陷
入 一 种 集 体 性 的 迷 思 。 张 艺 谋 在

《归来》中描绘了一个这样的场景：
主人公陆焉识带着思念成疾的妻子
等 待“ 自 己 ”的 归 来 。 对 于 我 们 而
言，公序良俗的构建又何尝不是一
场归来，一次重新发现自己？对殷
晓非的铭记，既是对英雄的尊重，对
生命的尊重，也是对我们的再启蒙，
重新发现我们心中的善与爱。整个
社会的公共精神正是基于这种内心
的温度，才拥有了聚沙成塔，集腋成
裘的力量。

现在，距离殷晓非遇难已过去数
日。值得庆幸的是，社会对他的关
注却并未消退。6 月 8 日，3000 娄底
人自发送别，各界捐助善款突破 40
万……种种让好人得好报的利好迹
象 ，诠 释 着 以 德 报 德 的 古 老 传 统 。
这，也是构建公共精神最为关键的
基石。别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用
善行回报善行，每一个看似微小的
义举，每一点对英雄身后事的关心，
所 积 聚 起 的 是 一 种 善 的“ 蝴 蝶 效
应”，它可以把“河南好人”殷晓非的
精神，如春风拂大地，吹进更远更广
阔的地域。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所有人都是
一个共同体。唯有共济，互爱，彼此关
照，我们的社会才有对抗风险的力
量。殷晓非是一个人，他背后却代表
着整个“河南好人”的群像。面对危
难，我们每一个公民向他们学习，多一
些勇敢，少一些袖手旁观，这个社会便
自然凝聚起向上的力量。

让我们向殷晓非致敬，也向所有
长期践行善良的公民致敬。没有他
们，就没有我们美好的明天。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殷晓非代表了一种公共精神

■个论

今年高考前夕，中国人民大学招生
就业处原处长蔡荣生案揭开了“特招”
腐败的冰山一角。尽管教育部已经明
令禁止“点招”，但一些高校仍然会留出
少量机动招生名额，对教职工子女、“校
董”子女等实行特殊录取。一企业主
称，他是某知名高校的“校董”，每年向
这所高校捐100万，作为“回报”，每年
学校招生时就会给一个“点招”指标。

“这个名额可以给自己的孩子、亲属用，
也可以送给生意合作伙伴或有所求的
官员。”（6月9日《新京报》）

花样繁多的“里应外合”，正在蚕食
着高招的公平正义。围绕大学的入学
资格，各方势力暗地巧取豪夺，几乎无所
不用其极。就这样，原本“标准唯一”高
校招生，在权力、金钱的合围夹击下，悄
然发生了沉沦。直至“校董捐钱换指标”
的丑闻曝出，公众方才见识到，其间露骨
交易堕落之深……当以“高考”为核心
的学位竞争体系，支撑起多数人进取的
希望，“特招”、“点招”等无可救药的游戏
后门，势必动摇那些最普遍的脆弱人心。

早被严禁的“点招”，现实层面却
顽固存活。刚性规则在自上而下的传
递过程中，似乎发生了显而易见的效
力递减。就这样，校方依旧我行我素，
点招几乎未有任何顾忌。灰暗而坚固
的利益同盟，消解了“一纸禁令”所要
伸张的正义。于是，一面是三令五申
所允诺的虚幻图景，一面是真实世界
上演的一切如旧，两种迥然不同的价
值选择，自此分道扬镳、越走越远。前
者用来应付“多数人”的悠悠之口，后
者则迎合“少数人”的隐匿需求。

教育部门虽明令“禁止点招”，却
没有必要的查处力度和频度来支撑，

注定会陷入言行相悖的尴尬。执法时
的宽松尺度，无异于纵容了高校将“点
招”继续到底……而除此以外，此事的
另一症结在于，“招生权”在校方与职
能部门间分配失衡。招录过程中，高
校在一些关键环节握有太多自主变通
的权力。久而久之，难免将之变现、用
以谋利。这其中，“校董捐钱换指标”，
便是大学变卖招生权捞金最极端、最
直白的套路。

留出机动招生名额，分给教职工
子女或“校董”。某些大学简直就像理
性经济人一般，充斥着极端的利己精
神，以及追逐利益的满满欲望。作为
社会资源的大学学位，就这样沦为高
校管理者的私产，乃至可以自用，可以
兜售！当高校放弃了对于道德清誉的
追求，转而去攫取世俗化的经济收益，
注定会失去自我净化的自觉，久而久
之做出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也就不
足为奇了——经年累月，极度扭曲的
校园治理结构，或许已经摧毁了不少
从业者最后的耻感。

大学管理者，丢失了对正确价值的
追求，而是千方百计地逐利、分利。这
一切，掩藏在“财政投入不足、教职员工
待遇过低”等说辞下，曾经一度获得了
相当多道德同情。只是，任何群体的利
益诉求，都不能凌驾于全社会的公义之
上。大学的生存困境，从不应以迎合权
贵、伤及平民的方式获得补偿。堵住

“点招”后门，固然要强化执法监督的强
度，然而更重要的，显然在于恢复大学
从业者的自我认同以及职业信仰，而不
再是一副贪婪的市侩模样。

节操碎了一地，如何一一捡起，注
定任重道远。 □然玉

■街谈

广东的“裸官”调岗做法，已纳入
了决策层视野，相当于全国试点的信
号。知情专家说，有关部门正研究裸
官岗位准入问题，制定“负面清单”，明
确哪些岗位不许“裸官”任职。高层对

“裸官”治理的思路已很明确。（6月9
日《新京报》）

“要么接回家人，要么接受调岗，
要么提前退休。”广东“裸官”治理采用
了“三选一”的模式，引发社会广泛关
注。这种大规模治理“裸官”的做法，
相当于是釜底抽薪，让“裸官”不能再
逍遥自在，必须对未来做个决定。而
从实际情况来看，超过八成的“裸官”
被调岗，与敏感岗位作别，显然调岗更
符合当前的形势。

不过，调岗毕竟是属于亡羊补牢
的措施，又是非常规手段下的集体行
动，缺乏程序正义，也难免遭到人治思
维的批责。因此，在此经验基础上，出
台“裸官”任职的“负面清单”，明确“裸
官”禁入某些敏感性岗位，则就显得尤
为重要，亦是采取事前预防的策略，让
管理“裸官”有章可循。

由于“裸官”的家人都已移民到境
外，只剩下孤家寡人做官，容易造成
身在曹营心在汉，随时都有可能出
走。而且部分“裸官”身居敏感岗位，
手握实权，掌握到重要信息，行使重
要决策，确实需要加以防范，避免“裸

官”出走后造成严重损失。事实上，
各地已经发生过很多起“裸官”出逃
事件，不仅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
失，还造成部分国家机密泄露，负面
影响非常大。

至 于 在 反 腐 败 中 落 马 的“ 裸
官”，在贪腐时亦肆无忌惮，将贪腐
得来的钱财转移到海外，以供家属
挥霍。可见，治理“裸官”是反腐课
题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将“裸
官”从重要岗位调离，直接采取“负
面 清 单 ”禁 入 措 施 ，亦 可 有 效 控 制

“裸官”的危害性，从而将负面影响
降到最低。

治理“裸官”并不难，相比而言，
“裸官”的身份容易识别出来，毕竟
长期孤身做官，没有不透风的墙，很
难将实情掩盖住。因此，政府在加
强对“裸官”身份的鉴别时，除了要
求官员自主申报家庭成员信息外，
亦可鼓励民众积极举报，让“裸官”
无所遁形。

同时，也要认识到，采取“负面清
单”禁入措施，既是防范“裸官”贪腐的
有效办法，也是在保护“裸官”。毕竟
不是所有“裸官”都有贪腐行为，但长
期在河边走，难免会不湿鞋，将“裸官”
隔离在敏感岗位外，亦可降低贪腐行
为的发生概率。
□江德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