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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时评A02

长期以来，有不少民间
私下收养孩子的情况，由于
手续不完善，孩子入托、上学
以及办保险等都有不便。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
些“黑孩儿”入户的问题一天
不解决，这些家庭的“心病”
也就一天不除。也正是基于

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以及为群众排忧
解难的考虑，我省民政部门从即日起为公民收养
开辟“绿色通道”，切实保障未成年人和收养家庭
的合法权益，那些被收养的“黑孩儿”将可以“转

正”入户。这一举措，不仅解决了部分家庭迫在
眉睫的实际困难，也体现了政府的人性化管理，
值得肯定。

我们知道，有些家庭收养孩子，往往是出于
同情，出于善良。这种家庭虽然并不符合收养
条件，但他们的爱心是值得肯定的。像这种虽
不符合收养法规定却又既成事实的收养关系，
从关爱生命出发，社会理当给予同情，帮助他们
解决实际困难。这样做，并非要鼓励违法收养，
而是肯定爱心。

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些家庭的这种实际困
难得不到解决，不论对被收养的孩子还是收养

的家庭都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甚至由此可能给
社会和谐带来隐患。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处有关
人士曾告诉记者，他们就常常接到像“我收养的
孩子马上要上学了，可是没有户口咋办”这样的
求助电话。

每个“黑孩儿”都是社会的一个成员，理当
受到社会的关爱。这些“黑孩儿”原本就已经失
去亲生父母的疼爱，有些孩子甚至已经受到程
度不同的心理创伤，因此，如果要让他们健康快
乐地“长大成人”，有一个健全的人格，全社会就
应当给这些可怜的孩子更多的关爱，让他们亲
身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评“我市民政部门今起为‘黑孩儿’转正”（A07版）

温暖的大家庭不该有“弃儿”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义务教育怎样延长方显公平？热点热点
话题话题

千万富豪破32万人的断想和悬疑
“2009年年底，中国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

达 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人群将达到 32万
人。”3月 30日，招商银行和全球知名咨询公司
贝恩公司联合发布《2009 中国私人财富报
告》。 （3月31日《深圳商报》）

让人意犹未尽的是，这一财富报告仍然语焉不
详，比如，所谓的富豪都是哪些人？包括不包括一
些官员富豪？这些富豪是如何发家致富的？其成
功模式是否值得模仿？

一个没有富豪的社会是可怕的，一个富豪超常
规涌现的社会同样可怕；一个过度通过非法手段攫
富的社会是可怕的，一个容忍“问题富豪”大行其道
的社会同样可怕。因此，在千万富豪破32万人的
华丽数据背后，我们更应该正视这些富豪是如何发
家致富的，还应该肃清“问题富豪”生成的土壤，让
人们竞相通过合法手段发财，从而极大催生社会向
上的力量、向善的动力。 秦淮川

“晋官难当”根在扭曲的事故问责制
山西临汾市“9·8”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发

生后，市委书记夏振贵停职检查，没人愿意接
任，以致临汾“两会”因书记空缺至今无法召
开。 （3月31日《海峡都市报》）

即使此地是“虎落平阳被犬欺”的典故出地，即
使此地事故多发、关系复杂，若说吓得无人敢当市
委书记，还真不能让我辈信服。事实上，临汾书记
无人接班，根缘在于扭曲的事故问责制。

临汾是矿难高发的地方，出了问题，一把手
很可能被“问责”，撸了乌纱帽不说，弄不好连提
拔前的官位和职级都没有了。我们需要问责
制，但不需要迫于“形势需要”“挥泪斩马谡”的问
责制，一旦发生事故，上级部门不分青红皂白就
拿掉一把手，被问责官员稀里糊涂当了“挡箭
牌”。这充分说明，高压下的事故问责制已经严
重扭曲，严重影响了干部用人制度的常态运行。

树海

官员一次偶然的市民体验说明了什么
一场暴雨，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罗欧被挡

在家门外，从 6点一直堵到 10点半，其间来回
换乘 4辆车，令他有了“难怪百姓骂娘”的感慨
和反思。 （3月31日《南方日报》）

在我看来，暴雨以及交通堵塞虽为偶然，官员
乘车路遇交通堵塞在数小时苦等也虽然为偶然的
市民体验，但充填于市民生活中的焦虑并不偶然，
而且不一而足，比如看病乱收费、儿童入学困难、乘
公交车拥挤、燃油价格随意上涨、外来工权益受损、
大学生就业困难等，如果官员没有市民角度的体
验，他们是很难知道市民的焦虑的。当问题积累到
一定程度，当官员偶然地有了一次市民般的体验，
不感叹“难怪百姓骂娘”才怪呢！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官员们的衣、食、住、
行几乎都停留在“官人”状态，几乎如同居于空中楼
阁，坊间每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不看报纸或者
百姓上访，他们哪里知晓？ 张国举

话题：现在上大学究竟有用还
是没用？

网友发言
几万块的学费，不是每个家庭都负担

得起的。 咸酥夹心

我感觉没什么实际的用处。 白杨

扫盲而已，别把上大学当个事！
颓废终生

上大学，关键是你上了！至于学到了
啥那是不重要的。要的是那个过程。

与乐同行

很早以前，上大学难，所以大学属于“精英教
育”，故其毕业后，收入也较“精英”。现在扩招成
啥样了，N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都敢叫大学
生了，所以大学已经变成普及教育，故其收入
或者就业也“普及”。以普及教育的形式想拿精
英教育的收入，这种心态很可笑。 hnnywl

话题：长春原公安局长藏款逾
千万让其弟顶罪

网友发言
一个农民敲了一下 ATM 机判 11 年，

这个却判3缓5！ 河南洛阳网友

受贿数目正好是建办公楼资金的
20%，可见乙方向甲方给予20%的回扣早已
成为建筑行业的潜规则！这就是为什么有
人宁可举债也建办公楼，宁可毁掉刚建几年
的新楼也要重建的原因。 辽宁朝阳网友

难怪今年两会上高法、高检的工作报
告有 500 多反对票！人大代表还是不错
的！ 山东烟台网友

“缓刑”是一种特殊待遇，相当于封建
社会的“免死牌”。 江苏连云港网友

话题：江苏响水县办上访教育
学习班

网友发言
办班主要是当地官员怕影响自己的政

绩，耽误升官。这些“公仆”根本就不想给老
百姓解决问题，他们通常的做法是：一拖、二
截、三压、四关。 北京网友

现在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教育与学习仍是一种稀缺资源，所以如果
非要办上访教育学习班，应把学习的机会
优先分配给谁，很值得我们“理性”地研
究。 杨于泽

我在响水工作期间，那里的官场就极
其腐败，想不到30年过去了，不仅没有改
变，现在更加严重了。 山东网友

更可恨的是，上访者是个老军人啊。
湖南网友

山高皇帝远，铁拳知县官，谁敢告御
状，抓进学习班，有家不敢回，漂泊真可
怜。 Unknown

3月30日，中国青少
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
晓透露，正在广泛征集意
见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将在
今年8月公布，但“9年义
务教育是否改 12年”仍
是未知数。他指出，提案
的方向有两个，一个是向
上普及高中教育，另一个
则是往下，多增加一年学
前教育。昨日，教育部表
示，我国仍坚持九年义务
教育，12年义务教育的做
法不符合我国目前国
力。教育部同时表示，支
持有些地方根据自身财
力等状况所做出的普及
高中阶段教育的做法。

（新闻见本报今日
A18版）

12年义务教育，我们
差的不是钱

早在2006年就有专家统计，如果我国全国范
围内实施12年义务教育，当年约需2260亿元。而
事实是，2006年全国财政收入近4万亿元！可以
说，实现全国范围内的12年免费义务教育，财政负
担能力“不是根本问题”。

实行12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可以缓解乃至消
除教育不公，可以整体提高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
孩子的素质，不仅可以整体上极大地提高整个国民
素质，而且可以正面促进教育改革，使高考不再成
为初中级教育的唯一指挥棒，促进教育现代化，真
正实现“以人为本”、“教育优先发展”和“人才强国”。

实施这一教育优先行为，我们实在是“不差钱”，
如果说真“差”的话，那么差的就是“教育优先发展”的
真正理念和长远发展、科学发展的理念。 张东阳

珍视制度向善的力量
之前亚洲开发银行给出的报告人所共知：全球

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70多个已经实现了免费
义务教育。不仅如此，发达国家大多普及了12年免
费义务教育，并向15年免费义务教育迈进。即使在
不发达国家，12年制免费义务教育也已成为共识。

而我们业已推行的9年义务教育免费政策进
入“完成时态”至今仍属“将要”吧，孙云晓称，“中国
还有27个县仍未完成9年义务教育的任务”，这无
疑是一句实话。而又称“教育投入经费仍然不足，
现在的目标是国家投入的教育经费要不少于GDP
的4％”，参照此再看他的“9年义务教育是否可能改
成12年”，我们面对的显然是一个黑色情调的笑话。

然而，话虽如此，笔者仍对那可能“莫须有”的
“9年义务教育是否可能改成12年”抱以希望，因为
我相信：制度必将向善生成。 司振龙

就学前教育与高中教育的课程知识等作比
较，各方面来讲，让高中教育实现义务教育可能更
划算一点。因为学前教育毕竟学不到多少东西，
而且随着小孩的成长，以前学很久都学不会的，可
能长大后一看就懂，这也是常理。过度夸大教育
的起点作用，意义并不大。学前教育之所以有资
格与高中教育进行PK，往往是因为“识字费”等乱
收费，使得读幼儿园比上大学还贵这样一个客观事
实存在。

义务教育不仅仅是免费教育，还有一个强制教

育的意思。对于当前一些农村学生主动放弃高考，
甚至是一些读书无用论的再次兴起，延长义务教育
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延长义务教育不
要搞一刀切，可以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先在
农村搞起来。这样可以解决农村发展难题，实现社
会稳定，为实现农业现代化出力、缩小城乡差距，缓
解城市就业压力，加快城市化进程等，好处多多。
在农村延长义务教育充分实现的条件下，在国家财
政能力许可的情况下，再推行延长城市的免费义务
教育，这样方显真正的教育公平。 孟桢尧

延长义务教育，试一试“农村包围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