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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注

猪流感，以及近年轰动全球的非典、禽流感等烈性新型传染病，如同一面镜子，照射
出人类的恐惧与进步。

对疫情的恐惧与重视，说明对生命关爱程度与时俱进。各国共享医学知识，互通珍贵信
息，共同探索疾病的预防与治疗。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意识与行为是以一个整体存在的。
猪流感为代表的传染性疾病，促生了更好地认识自我与自然，推动如何与自然界协调共存的
讨论，推动让“科学”健康服务人类而不是走向反面的伦理探索。 ——《上海商报》

中原时评A02

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戴家干日前透
露，2009年共有11个省份进行新课改
高考，有的省把学业水平测试作为高
考总分的一部分，作为录取的参考。
今后的高考制度将包括学业水平测试
和综合素质评价（德智体美劳等各方
面的综合素质），以改变“一考定终身”的
考录方式。 （4月27日《人民日报》）

话题：温州65名疑犯广
场示众引万人围观

网友发言
没有被抢过，就会同情这些被示众

者。 网易江苏常州网友
这种做法与法治的精神严重违背，还

是封建的人治思想，是中国目前一些官员
的习惯性思维。 网易浙江台州网友

什么时候也搞个违法犯罪的官员示
众大会？ 网易浙江网友

古有杀头示众，今有万人公审。如果
有用的话，就不会那么多人犯罪了。治标
不治本。 网易河南平顶山网友

话题：人大校长称大学
热衷办公司是瞎折腾

网友发言
他指的是北大，北大办了那么多子公

司、孙公司、曾孙公司，赚钱的不多，上市也
是ST，还自以为是，以为老子天下第一。真
的是办学思想有问题。 新浪广东网友

大学如果太纯粹追求学术真理，大家
会骂大学和社会脱节，培养出的大学生
有知识没能力高分低能；当大学像企业
一样转型，切合社会走向更融入社会生
活中时，大家又要骂大学抛弃学术，庸
俗不堪。 新浪广东网友

大学办公司挣钱和大学切合社会没
有关系，问题是老师热衷于挣钱而无暇顾
及学生，导致学生基本素质下降，心态和
老师一样浮躁。 新浪郑州网友

日前，中组部、中编办
下发《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
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
通知》，要求各省（区）市政
府原则上不配备省长（主

席、市长）助理，省级以下政府不配助理。县级
政府不设副秘书长，省级、地级政府副秘书长应
根据工作需要明确职数，并严格按规定职数配
备。（本报昨日A19版）

长期以来，如何有效保持公务员体系的廉
洁、高效和有序流动，加强公务员队伍与社会其
他群体间的交流，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灵

活有序、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一直是中国公务
员制度改革的方向。但改革不能仅仅停留于普
通公务员层面，而应指向更要害的干部级别，全
国“官员减副”无疑透露这样一种信号。

事实上，这样的发展思路，早已超出了狭义
的官员数量递减范畴，指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
命题，进而对政府的公共服务和行政管理体制
提出了改革的要求。

放眼全球，对比观察所有富有竞争力的经
济体及欠发达国家，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行政管
理体制和公共服务，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经济面
貌和产业形势与其自然匹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府完善内部管理，提
升公共服务绩效，是社会结构调整和政府转型
的基础性制度保障，行政管理体制权力行使的
法治化、规范化，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高效性、
绩优性，是政府真正从公共治理者向公共服务
者角色顺利完成的关键性步骤之一。

当前来看，这个命题的提出，意味着无论是
政绩考核体系还是内部制约机制，无论是公务员
选拔体制还是权力运行方式等一系列的相关制度
设计，都必须进行更积极务实的改革，以适应政府
全面转型的需要，以适应有着全新内涵和形式的
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的确立和实施。

改变“一考定终身”的考录方式引起网间
“骚动”，不少网友认为值得庆祝，也有网友贴
出“爸爸局长报北大，妈妈处长报清华，无权
无势最倒霉。”这样的跟帖实在让人心寒，但
还是给有关部门提了个醒，高考改革一定要
避免异化。

如何避免高考改革的异化？笔者认为有
三：第一，改革的步幅要适中。现阶段，打破“一
考定终身”，动作不要太快，要一步步推进，切忌

“跃进”。盲目而不加以思索的“放开”不仅不能
达到应有的效果，相反可能使教育成为强势群
体垄断社会资源的顺风车。第二，改革重在公
平。制定的政策一定要保障公民平等的受教育
权，不能充当精英群体将教育权中饱私囊的合
理化工具。第三，改革方案的制定要以人为
本。因地制宜、因高校制宜、因学科制宜的本质
就是以人为本。各地制定改革方案，要尊重人
的自由发展，切忌一刀切。 张军兴

看到专家兴奋地大谈新课改之变，作为基
层教育工作者，心头真是五味杂陈。

我们不妨看看新课改高考之真面目：对于
学业水平测试，其实与当年高考之前的会考比
较类似，只不过是“尽量杜绝作弊”版的会考，规格
形式高级而已，个别全A的会有加十分左右的礼
遇，但这种概率在普通学校少之又少；至于综合评
价，体系比较庞杂，制度设计上力图全面跟踪学生
的德智体美劳，但事实上，很多学校都是年终班主
任搞“突击”。这两个“新鲜环节”，真的改变了一

考定终身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说句实话，无论是家长、教师还是学生，恐

怕并不希望自由裁量的“综合评价”等指标在
高考中占有多大的权重，权重越大，则寻租越
严重。这是最基本的逻辑。时下而言，真要
改变一考定终身，路径无非两个：要么多一
次或多几次公平公正的高考，以程序正义确
保高考的目的正义；要么同时放手高校自由
招录，加大监管，让普通考生也有与高校面对
面的机会。 三点水

将综合素质评价引入高考，是为了破除“唯
分数论”；将学业水平测试引入高考，是为了破除

“唯高考分数论”及“一考定终身”。这些均符合素
质教育的大方向，有利于消除应试教育积弊——
可是，这种逻辑仅仅能在理论上成立，一遇到现
实国情，很可能就会扭曲变形直至土崩瓦解。

在现实国情没有太大改变，公信、诚信、约

束、监督等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还是先别折
腾“唯高考分数论”，别搞那些中看不中用的花
架子。其实，现行高考制度可改革的地方有很
多，比如均衡各地区的录取比例、改进录取方式
以避免高分落榜、严厉防止高考作弊、保证阅卷
公平并赋予考生知情权等，为何这些方面的改
进反而不大呢？ 浦江潮

猪流感折射出
人类恐惧与进步

新课改能否改变“一考定终身”

我看新课改高考之真面目

“唯高考分数”是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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