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电子邮箱:wywywy7591@163.com 2009年9月10日 星期四 编辑 曹杰 校对 刘畅 版式 王姿

据说购买或承租保障房的人中不乏开奔驰、宝马的，但这也没法解释为什么总是他
们首先抢到保障房。奔驰、宝马虽然比自行车、小三轮能够抢先一步赶到摇号现场，但申
购或承租保障房首先必须具备资格——收入足够低——开奔驰、宝马的够格吗？

开着奔驰、宝马，钱包自然是鼓鼓的；不是有权力和保障房一样正在寻租吗？这可是
一拍即合的好事：那边得了实惠，这头也拿到了保障房。剩下那些真正要住保障房又未
能被摇号机的幸运之光眷顾的人，等有了钱再说吧。 ——《钱江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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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来临之际，一位教师在博客中表示，因为教师节几乎
演变成了送礼节，使自己对于职业丝毫没有荣誉感。家长们热
议教师节该送什么礼，以及送不送礼后对孩子的差别对待，事实
上都表现出了对老师的鄙夷。（9月9日《成都商报》）

话题：铁科院专家回应高票
价，称有钱坐快车有时间坐慢车

网友发言
以前从上海到九江，只要60多块钱，增加了

空调，把车次由四位改为三位后，也没提速，各
个站点和时间也没有变化，车也还是那个破车，
价格却涨了一倍。空调费也忒贵了！上海网友

有钱坐快车，有时间坐慢车，那没钱又没
时间坐什么？ 江苏苏州网友

话题：经济回暖引发珠三
角再现民工荒

网友发言
待遇好，工资高，自然会有人去……

新浪网友
那些老板们，你们怎么不把工厂搬到内

地去呢？我们这些打工的，宁可少要点钱，也
不愿去那里。 江西网友

我也做过农民工,没活就放假有活就招工,
工资还不多，拿农民工当什么了？ 辽宁网友

话题：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奖励独自报到新生百元

网友发言
我们从来没有到北京去过，孩子考上了

北京的大学，难道我们不能一起去吗？也
就只当一次旅游吧。其实这样也是拉动内
需啊。 湖北网友

真无语。一件很简单的事，弄得这么复
杂，居然还给钱？ 北京网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部长尹蔚民谈到事业单位改
革时称，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
资，不是简单的涨工资，而是
要同事业单位规范津贴补贴
相结合，同建立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的考核机制相结合，它是

建立一种新的机制和制度，实施起来会有一个
过程。（本报今日A06版）

笔者认为，尹蔚民此番谨慎的表态，就是
再次强调了改革应避免偏离与扭曲。因为，检
视现实，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事业单位绩效
工资改革，没有系统、成熟、完备的经验可供借
鉴，企业中施行的绩效工资规章程序，也并不

能直接照搬“拿来”为事业单位绩效考核所用；
另一方面，前些年有些事业单位进行的绩效考
核改革尝试，多各自为政，要么有名无实，要么
简单地沦为涨工资——我们并没有积累出足
够的进行绩效工资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义务教育学校进行的绩效工资改革是从今
年1月1日开始的，但成效几何呢？江苏省教育
厅9月7日出台了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绩效工资的
考核办法，明确了绩效考核会和师德挂钩——绩
效考核结果将作为教职工绩效工资分配的主
要依据。教师绩效工资与“看不见摸不着”的师
德挂钩这一事件，还是能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当
前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连基本的“绩效”一
词，都没有形成统一理解和共识的尴尬现状。

整体而言，绩效工资改革，一方面要避免
进入沦为简单涨工资的误区，将调动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的劳动积极性放在首位——要更多
地照顾年轻人和“能人”，使他们更能从绩效工
资改革中获益；另一方面，事业单位绩效工资
改革，并不仅仅是事业单位内部的事，因为，事
业单位的工作和服务多包含有公益的特征。
如何在体现绩效工资激励特性的同时，提升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在工作时服务民生、以公众权
益为重的秉性，值得相关方面审慎思考，及时
作出引导和规范。

要想使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在进行的
过程中避免偏离和扭曲，引入公众参与和信息
公开程序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绩效工资改革绕不过的环节
□李记（郑州）

教师节：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具有公民精神的教师才能承担使命
一个不尊重教师的社会是可耻的，一个不能令人尊敬的教

师是可悲的。不尊重教师的现象，以及一些不值得尊敬的教师，
一定会让教育界不再是一片净土，而是充溢着太多丑陋与尴
尬。尽管这几年，教师职业遭遇异化问题被无数次分析过，教师
品德沦陷的状况也招致过无数次诟病，但是，教师职业陷于认同
危机的现实却并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如果教师形象真的彻底从神圣的讲台下摔落下来，直至跌
得粉碎，那实在是这个素有尊师重教传统的国度难以承重之
重。那么，在今天社会，到底怎样才能普遍树立起教师的职业尊
严，来让伟大师魂成为惠泽国家未来的源头活水呢？

我以为，这实际需要全社会完成一次对教师职业的理念转
身。今天的教师职业，必须被赋予诸如人文、权利、民主之类的
时代因素；今天的教师群体，必须真正脱胎换骨成为具有现代法
治精神与公民意识的教育工作者。 苏子川

教师的职业荣誉来自双重尊敬
作为一名工作了三年的教师，在一个属于自己的节日里，对

师德和教师的职业荣誉也会有自己的思考。在我看来，教师的
职业尊严和荣誉应该来自于对这个职业的尊敬，这种尊敬除了
我们熟知的社会的尊师重教之外，还应该包括教师对自身职业
的“尊师重教”。

尊师重教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应该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态
度。虽然，人们在谈到老师时，可能心理上都会生出一种尊敬，
但是，这种尊敬应该是具体的评价，应该体现在行为中，而不仅
仅是道德的认同。

有人会说，在一个越来越世俗的社会，要求教师坚守更高的
道德是苛求。的确，在道德层面要求人，有时会成为奢求，但应
该明白两点：首先，在道德坚守时，人们是具有主动性的，并不是
说社会的道德出现滑坡，个人的道德就缺少了坚持的力量，道德
更多时候来自内心的坚持。别人的表现不能成为自己判断道德
行为的标准。其次，教师是一个育人的职业，只有那些有信心给
予别人示范的教师才有资格去教导人。因此，要求教师们坚守
更高的道德并不是苛求，而是职业要求。对于教师来说，在教师
节这样一个节日，除了希望社会尊师重教之外，还应该学会对自
己选择职业的“尊师重教”。 乾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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