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乙肝传染性的认知偏差，是民间乙肝歧视的根源。而要补足民众病理学知识，就需
要政府加大这方面的科学宣讲力度，消弭因无知带来的社会恐慌情绪。

现阶段反“乙肝歧视”的社会阻力，牵涉到方方面面复杂的利益博弈。所以，我们制定的各
种消除乙肝歧视的政策要真正显威，就必须辅以相关的配套法规，政府部门也应联动跟进。

说到底，反歧视就是要在人格上实现平等，让公民权利得到根本的尊重和确认。我们
期待，社会歧视终有一天随专家建议的乙肝检测一起删除。 ——《重庆时报》

马上评论

网民网民
大会堂大会堂

纠正乙肝歧视
阻力到底有多大

不堪一天3个辅导班，男孩找“警察”管父亲（A11版）

爱孩子，就给他快乐的天空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有人说，天下没有教
育不好的孩子，只有不懂
教育的大人或不好的教育
方式。我也曾想反驳，可
是想了半天，没找到反驳
的理由，只好作罢。

“可怜天下父母心”。
你看，一位做父亲的为了

孩子能提高成绩，以便暑假过完就能适应中学
生活，一下子给他报了三个学习班：上午一个，
下午两个。

可父亲怎么也没想到，孩子居然“不听
话”，不好好学，尤其是父亲还没说他几句，竟
敢出走，竟敢反抗，甚至还想方设法引起巡防
员的注意，让他们来“管管父亲”。读了这则报
道，特别是有些细节，说你不信，我竟有点忍俊

不禁了：这孩子不笨。问题出在父亲的教育方
法上。

一提到如何教育孩子，就有说不完的话。
曾读到过一则短文，说中国孩子画完画，

经常问老师“像不像”？而美国孩子则是问“好
不好”？可别小瞧了这点差别这点不同，这些
孩子的将来从这差别和不同中似乎就能“注
定”他们很大的人生走向。

18世纪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康德去世前
由他的学生经手出版的《论教育》中说：“在人
类的种种发明创造中，有两项可以看作是最困
难的：管理的技巧和教育的技巧”，因为“人只
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一个人。人是教育的产
物”。但康德又认为，因为一切文明都是从个
人积极性开始的，而教育的主要目的只在于教
会人们思考。李大钊当年接受访问时的谈话

中也说：“教育只是偏重知识，而忽于使用知识
之人格，知识也不过是作恶的材料，这是一定
的。所以至少于每小时授课之余，当授以三五
分钟的人格教育。”

一个显然不笨的孩子为何会厌学？为何
学习不好？父亲为何又要一下子给他报三个
学习班？这些问题的成因肯定很复杂，不是一
篇小文章能说得清的。

倘若我们不是这样的应试制度，学校不是
单纯以分数“取人”，每个孩子都能在快乐中学
习、快乐中成长，不为分数而头疼，那父亲还会给
孩子报这么多学习班吗？这孩子还会厌学吗？

所以，我的意见，不论是批评做父亲的教
育方式有问题，还是指责孩子学习不够努
力，都仍然不够全面，还需要从别的方面找
找原因。

经适房为啥比商品房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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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知情权不能成空话
（“青年要求政府公开信息被当成间

谍”跟帖）

网友发言
老百姓的合理要求被当成刺探，那些

人的警惕性真高啊。 湖南网友
中国最缺的就是公民监督权的行

使。实际上，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抱有民不
与官斗的陈旧思想。 浙江宁波网友

出发点是好的，想法是天真的。尽管
你失败了,但是我们支持你的行为。你是
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在为大家争取权益，向
你表达敬意! 浙江网友

社会太缺乏他这种爱钻牛角尖的
人。 河南网友

如果连“三公”都不能公开的话，还谈
什么“廉政建设”。 黑龙江哈尔滨网友

话题：反商业贿赂任重道远
（“报告显示跨国企业在华行贿事件

呈上升趋势”跟帖）

网友发言
国际资本通过贿赂，廉价收购国有资

产，控股国企，这样的事情发生不是一次
两次了！ 江苏徐州网友

我支持健全“反商业贿赂法”，从制度上去
解决问题，否则被淘汰出局的就是不按商业规则
办事、还在发展中的市场。 山东济南网友

在美国也有行贿的，但是一旦曝露就
被解雇，风险太大。 河南濮阳网友

只能说外国人越来越了解中国人
了。 湖北武汉网友

话题：一刀切往往有后患
（“中国甲状腺疾病频发，专家质疑加

碘盐安全”跟帖）

网友发言
最早没加碘的盐卖0.20元，加碘后卖

1.3元，现在如果买无碘盐就要3.40元了。
江苏苏州网友

缺 碘 的 买 碘 盐 ，不 缺 的 买 普 通
盐。怎么还一刀切？

中 国人每天摄碘量达到了惊人的
220~850 微克，远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划
定的每天200微克的安全线。 北京网友

像沿海地区的人，吃海产多，吃鱼多，
哪会缺碘？ 广州网友

我一直没想通自己怎么会得甲亢,问医
生,具体也说不上来,原来如此。 重庆网友

话题：数据造假后果很严重
（“地方GDP总和多出全国1.4万亿”跟帖）

网友发言
造假和不实的统计数据会误导决

策层，造成极坏影响和后果。因此必
须 狠 狠 打 击 各 种 造 假 、严 惩 数 据 不
实。 浙江绍兴网友

但愿国家发布的GDP数据没有水分。
专家说是重复计算所致，只是一个小小的原
因，用来解释这么多的造假行为，不是自欺
欺人，就是别有用心。 浙江台州网友

“免费医院”，善意能走多远
国内首家“免费医院”日前在沈阳开业。

这家医院由两位千万富翁合建，对市区内所有
患者实行免费。 （8月3日《京华时报》）

当前有限的免费医疗资源与巨大的群众
就医诉求比例远远失衡，一些先富起来的人在

“不差钱”之后有意愿也有能力，为弱势群体提
供慈善医疗，则打开了一扇窗口。

事实上，除了少数人经济困难或罹患重病
外，困扰大多数群众的是“看病难、看病贵”，而
不是付费医疗本身。与“免费医院”相比，引导
民间资本设立的“慈善医院”更有助于在道德和

理性之间寻求最佳结合点。一方面，慈善医院
走平价路线，为群众直接提供质优价廉的医疗
服务，同时通过其“鲶鱼效应”，带动更多的医院
降低收费门槛，挤出医疗市场的暴利泡沫，让更
多的人看得起病，则善莫大焉。 张遇哲

“官样文章”，学问大着呢
一些地方在学生暑期集中活动中发生了

甲型H1N1流感疫情，教育部下发紧急通知，要
求各地在暑期举办学生集中活动时依据“非必
须、不举办”的原则。 （8月3日新华网）

什么是“必须”，什么是“非必须”，谁又定

得出一个严格的标准来呢？但有一点是毋庸
置疑的，使用这样的模糊语言可以将发文单位
的风险降到最低——我既未将所有的集中活
动一竿子打死，以免得罪人，同时又义正词严
地下发了通知，显得“恪尽”了职守。

“非必须”的妙处还远不止此。到底是“必须”
还是“非必须”，谁说了算？最终解释权肯定还是归
政府部门、归领导。这就为以后留下了回旋余地。

很多人不喜欢看“官样文章”，认为都是套
话、空话，枯燥无味。其实，仔细研读某些部门
和地方出台的规定和通知，认真领会其“精神
实质”，那才长学问呢。 乔志峰

石家庄市今年推
出的首批经适房，因
均价高出附近商品房
和购房者无继承权，
上千套遭弃购。申购
者指出，经适房利润
超 过 国 家 规 定 的
3%，导致定价超高。
当地相关部门回应
称，虽然开发企业为
其下属企业，但该批
经适房定价合理，因
此不可能降价。（8月
3日《新京报》）

经济适用房单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是“经
济”、“适用”，有资格获得这项福利的人群当
属城镇低收入人群。武汉、重庆、老河口、石
家庄等地发生的经适房“奇闻”，曝出经适房
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成了权势人群

“权力自肥”的工具，或者说根本就是一种“政
绩噱头”。

经济实用、公开透明是经济适用房的“灵

魂”。如何让住房福利政策真正惠及低收入、
困难群体？笔者认为，政府层面要真正把经适
房建设作为施政的一项义务，而不要突出土地
的收益最大化。特别重要的是，在户型、区位、
价格、配套等方面，都要站在困难群体的立场
去考虑，而不能为了政绩而糊弄公众。先前有
媒体报道昆明市结构合理的“大户型”经适房
很受欢迎就说明了这点。 王煜喆

经适房这块“唐僧肉”便
宜了谁？

经济学家茅于轼早就指出，经济适用房
扰乱商品房秩序，还给权力寻租提供了机
会。现在看来，这话实在有远见。由于制度
不透明以及监督机制缺陷，经济适用房早就
沦为“唐僧肉”，只是表现形态不同罢了。

以前所表现出的形态是经济适用房正在
成为权力寻租者的盛宴，比较有影响且有代
表性的事件有武汉经济适用房“六连号”事
件、重庆经济适用房购房者买房不住违规出
租等，这些现象表现出的是当权者与权力接
近者获利的事实。

石家庄经济适用房弃购事件似乎表现出，
还存在另一种分享经济适用房唐僧肉的形态，
那就是经适房开发者和其管理者共同获利行
为。经适房弃购和经适房“六连号”事件也许
只是经适房寻租现象的两个侧面，一面在便
宜有机会寻租的购房者，另一面便宜了经适
房建设者。当然，对于后者，现在只是猜测。

如果大众只能住偏远而设施差的经济适
用房，价格又总是高昂如商品房，那么，这样
的经适房不建也罢，还是让位给茅于轼先生
所建议的共用厕所的廉租房吧。 瞿家川

经适房别沦为“政绩噱头”

唐春成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