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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热点
话题话题

假如涨价的“狼群”集体闯关，发改委这一道管制的窗口，是否能够管住让人无法预测。但要是换
个思维，发改委干脆就不管了，就让“狼群”轰然出来！也许这样做的后果，未必比管了却管不着、管不
住和管不好更严重。比如民以食为天的粮食，从完全统购统销的价格闯关后，天就没有塌下来过：中
国不仅没有缺粮食，反而吃得更好了；虽然粮价的浮动并不小，可中国人就没有慌过。

因此涨价的“狼群”，似乎应该早点过像粮食价格这样的关，以便早日不再是“狼”。
——《东方早报》

涨价的“狼群”
会集体闯关吗

社会关注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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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价改时间窗口来临，水
电气价面临调整

网友发言

什么是垄断?这就是垄断。老百姓要为快速
发展买单，可从中得到了多少实惠？ 天津网友

我姨父是贫困县城的一名普通供电站职工，
光住房公积金每月就600元。我老爸当了快40
年的教师了，公积金才50 元一月。 浙江网友

话题：整形医生称官员及太太
占整容接诊人数25%

网友发言
虽然有些人的头发比小孩黑，脸比小女

孩嫩，可我知道，再高明的整容术也掩饰不了
丑陋。 福建福州网友

整整容，改改身份证，还可以多为人民服
务几年。 福建厦门网友

教授公开信是给“钱学森
之问”挠痒痒

安徽 11位教授给教育部长袁贵仁及全国
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
问（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
才？）”。 （11月11日《新安晚报》）

这，真的很像是中学生作文。
“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实现文

明、民主、富强的现代化目标，绝对离不开先进
的、现代化的教育，绝对离不开一批又一批杰出
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这道理全国人民都明白
吧？“我们一起来深思、来解题。”这样的祈使句，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会了。

最搞的是，署名的地方还专门注上：“排名
不分先后。”如果教授们对姓名排列顺序都这么
在意，钱老的遗愿怕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但是这封公开信不是一点作用也没有，它
至少让我发现了“中国的学校为什么一直培养
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之一。

张军瑜

1/4市民不喝自来水是对
千亿治污的反讽

珠三角9个城市的受访者中，有近1/4的人
不以城市自来水为饮用水源。

（11月11日《广州日报》）
治理水污染，我们不缺技术支持、资金投

入，缺的是深入人心与执政意识的治污、环保理
念，缺的是“高效的流域管理体制和法制体系”
的支撑，以及对不同的管理部门的作用和职责
的清晰定位。

延伸专家们条理明确的分析我们不难发
现，在治理水污染的问题上，各级政府职能部门
似乎缺少更是一种深入治理的勇气——边治理
边污染、“再投910亿元也没用”的尴尬事实告
诉我们，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全面深入治理污
染的决心与魄力，他们担心，深度地治理污染会
影响到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专家们为我们“勾勒”好治污制度设计框
架的情况下，相关职能部门如何作为，我们拭目
以待。 李唐

今年冬天到得早，大雪又
不期而至，估计给不少人家弄
得措手不及，特别是一些孤寡
老人，还有一些低收入或是因
这样那样的原因而在挨冻的
人家。

大雪寒风中，您的生活还
好吗？衣穿得暖、觉睡得香吗？本报特设了爱
心捐赠热线67659999，欢迎市民向困难群众捐
衣被，让城市“热”起来。

其实，给这个城市增添“热度”的，还有很
多人、很多部门。

从今日本报相关报道中看到，城市供暖部
门根据天气变化，没有按过去定下的“老皇历”供

暖，而是提前了几天。据说民政慈善部门已经有
了一个计划，那就是不让一个人穿不暖，或说不
让一个人冻着，这也是值得拍手叫好的。

改革开放30余年，我们的国力超强增长，
但恕不讳言，国力虽有了很大增长，“国富民
强”的理想毕竟尚未实现，甚至还有一些国民
的生活水平不仅不高，即使想做到冬天家中有
暖气都是一种奢望。也正因此，这些年，每到
冬天，总是能在媒体上看到有人因屋中寒冷，
用煤炉生火取暖，由于不慎，导致煤气中毒，有
的甚至还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一说起来，非常
令人痛心。

众所周知，相对而言，我国还缺少民间慈
善机构，主要是依靠政府的民政部门，因此，弱

势群体也就把希望寄托在了这些部门身上。
既然我们一再强调要让全体国民享受改

革发展带来的成果，而政府也有能力帮助弱势
群体，那么，国民在有困难的时候，也就有责任
帮助他们战胜困难。我们常说政府与民亲如
一家，既是一家人，政府部门就要有爱民之心，
就要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哪怕还有一个群
众挨冻，我们就应该心有不安。政府相关部门
可以多下去走走看看，多了解一些情况，该救
济的及时给予救济，需要就地帮助解决困难
的，更是拖不得。

大雪下得紧不怕，天寒地冻也不怕，只要
有政府相关部门的热情、热心，群众的心就一
定会是暖暖的。

大雪天，让我们奉献温暖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一份薄纸就将一个人的人品内心表现得清
清楚楚，真是方便快捷。这里的大学不像是父
母亲师，宽容维护自己的孩子，而更像是一个工
厂，在给即将出厂的产品标上“优等品”、“次品”
的标签，降低售买成本。好好的人，就这样在工
厂化的思维下被物化了。

和资格证书代表一个人的技能不同，看上去
很美的“人格证书”恐怕不能代表一个人的人品。

轻浮地评判他人的内心，就是一种道德上的僭越。
如果“人格证书”是为了推广毕业生，那校

方和学生都会出于自身的利益而作伪，注水必
将难免。这样的道具就如同“牙防组”，始于作
伪而终于无耻。

学生心灵的自由，需要权力保持沉默。而“人
格证书”此举无论是“强迫高尚”还是“帮助成长”，
无疑都会将权力植入每一个学生的心灵。 雷磊

培养学生的人格，不在于证书，而在于有一个
拥有大学品格的“大学”，否则，就是空谈。试想，
大学都堕落到无品格时，我们能奢望学生能有人
格吗？更何况，证书与人格是两码子事情。

大学之大，在于它是一个典型的公共领域，为
社会提供了伦理道德论坛。但是，由于社会发展实
际的制约，大学的职业性、专业性和实用性、功利性定
位的色彩越来越浓，自由教育流于空想。教育的利
益化、商品化驱使一些人把大学当成与社会进行名利
互动、金钱交换的利益平台。我们看到的是，我国的大
学过于追求内部的行政等级，现在已经出现了副部级
的大学校长，不少大学里，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
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已非戏言。

因此，笔者以为，提升大学品格是当下更重
要的事情。离开了有品格的大学，怎能想象可
能出现有人格的学生呢？ 舒锋

是不是各科都是A的毕业生就
是优秀人才？动手能力、实践能力、
创新能力怎样彰显？人格素养是否
也很OK？这一切，能不能让人一下
子都看到？对此，上海交大正酝酿
给毕业生颁发三张证书——一份学
业成绩单、一份能力方面的证书、一
份是对人格养成经历方面的描述。

（《青年报》11月11日）

“人格证书”的工厂化思维和控制欲望

苗芹苗芹 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