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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时评

“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马丁·
路德·金的这句话，使我在看到“湖北男子拍摄上访被送精神病院”的报道时，很轻易地想到它。

关于权力的本性及其应有品质，关于权利的获得及其应有尊严，关于维稳的正确方式，关于
信访的“言塞湖”……所有的老生常谈之下，无非仍旧“言之谆谆，听之藐藐”。但无论如何，我们
都深信，当权力总是渴望制造沉默，恰恰表明，我们所置身的，不会是一个“过度沉默”的年代。

——《东方早报》

热点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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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银监会主席称银行
有权不贷款给炒楼者

网友发言

个人三年内购置的第二套房不给发放贷
款，可能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天真的白菜

“银行有权不贷款给炒楼者”，同理，银
行也有权贷款给炒楼者？ 浙江网友

银行怎么知道是炒楼还是买来住的
呢？这里的弹性也太大了吧。 温州网友

房价的高涨恐怕不是提高二套房的首
付能解决的。应该从财政税收、土地管理和
保障住房建设等多方面下手，共同抑制房
价。 长沙网友

现在终于说了，没银行的钱房价炒不了
这么高。 浙江网友

话题：肉蛋奶抗生素残留
影响食品安全

网友发言

监管意识、手段太滞后。市场监控要前移
到生产环节、饲料环节，把好销售准入关。要不
然，人人都逃不过食入致命的东西。网友spk788

如果较真，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吃了。
四川网友

前几年有牛奶生产企业提倡无抗奶，可
不知何故这个声音被压制了，无抗奶的标志
也不让用了。 北京网友

孩子在北美学医，回国看到家人因普通
上呼吸道感染吃的抗生素很吃惊，说这在他
那里是很重的病情才用的，那里至今服用抗
生素的首选是阿莫西林。 网友fa503

话题：重庆现实版蜗居，
200平方米房间住40多人

网友发言

说实话，住这种屋子比北京的胶囊房好
多了。 商丘网友

我是大学生，在杭州打工，蜗居在快到
卫星城的郊区，房间小得可怜，放个屁整个
房间都能闻到。 杭州网友

重庆和其他的大城市比房价算不上高
的，可想那些人怎么过的。 网友左冷禅

还是趁早回老家吧。 网友FB1
这不跟北京的地下室差不多吗？

佛山网友

话题：副乡长偷5000元拨
款藏鞋里被发现，跪求撤案

网友发言

这就是副职和正职的差别。 新浪网友
这官做得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新浪网友
拿钱拿习惯了，看到钞票就想拿？！

新浪网友
一个副乡长偷五千元？而且还是国家

粮食补贴？这种钱也要，是道德问题还是经
济问题？ 广东网友

话题：问题疫苗事件致
山西应对网络舆情全国最差

网友发言

舆情处理得再好，不如不发生事情好。
湖南常德网友

贵州安顺警察枪击致死案呢？不属于
应对方面的问题？ 大连网友

没把记者抓起来，没把家长抓起来，没
把文章大规模删除。所以应对很差。

山东淄博网友

甄别“临时工”不仅仅是个
技术活

有媒体报道称深圳299名公务员过保障房
初审，多人拥有豪宅。深圳官方回应称，他们
都是属于面向深圳户籍招聘的临时人员，工资
扣完税后只有1616元。 （本报今日A28版）

就目前来看，临时工的产生，绝大部分并
非是一个工种问题，而是由公权部门以傲慢姿
态进行自由裁量的结果，于是，出事的总是“临时
工”。或许这是人事制度的混乱给官方寻找到一
个借口，但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不论是人大还
是社会公众在政府人事方面的监督形同虚设，权
力系统处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

在此情形下，甄别“临时工”显然不仅仅是
个技术活，或许我们再可以用人肉搜索出几
个临时工，但无论如何，在权力系统处在密闭
的情况下，这些技术的东西如“杯水车薪”。

马想斌

150元餐补委屈了委员们吗？
广州政协会议不安排食宿，每天发 150元

餐补。一位政协委员开玩笑说，吃饭要自掏腰
包了。 （4月12日《广州日报》）

开会期间每天 150元的餐补，在普通工作
者看来，已经很不错了，而对于政协会而言却
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那么，以前委员们享受
的待遇我们虽难以描述，但差不多可以想象出
来，至少不是吃工作餐级别的。我不相信 150
元的餐补委屈了哪位政协委员，依正常工资，
每天150元的花费也是笔不小的开销。我纳闷
的是，以前的“安排食宿”是为了让政协委员安
下心来开会吗？

150元的餐补本算不上廉政，这种规定少
了，就成了廉政；发餐券本也算不上新闻，但

“安排食宿”已成常态，发餐券就成了新闻。当
权力服务权利要以享受特权为前提，这种权力
的心态值得我们反思和警惕。 肖汉杰

狮虎之威抵不过土地“凶猛”
郑州市动物园职工为讨回50亩土地，出动

老虎狮子搞起“静坐示威”。
（4月12日《郑州晚报》）

狮子老虎，何等威猛的兽中之王，如今却落
得大街上囚在笼子里表演“行为艺术”的命运。

这起看起来似乎惊世骇俗的拿动物当挡箭
牌的“利益纷争”，背后的目的却是一个看似永不
消停的利益博弈——为了50亩土地。土地在如
今火势难降的房地产经济态势下，何止寸土寸
金。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眼里满含泪水，因为
我爱这土地爱得深沉”，而今恐要说“为什么我眼
里满含泪水，因为这土地让人痛心”。

看到本该生气勃勃、威风凛凛的百兽之王
竟也牵涉到利益者土地的纠纷中，不禁心生怜
悯和愤怒。狮虎的威猛却抵不过土地的“凶
猛”，何其悲哉。我们真的该反思再反思了。

王艳春

中国每年参加高考的
考生压力都比较大，这是
公认的。有的考生就因为
害怕参加高考或是没能考
出好成绩，精神上受到刺
激，不仅影响自己的前途，

也给自己的家庭带来很大痛苦。从这一点来
说，如何减轻考生压力，就成了高考政策改革的
一个重要部分，这也是每位考生及其家长们所
企盼的。

我们知道，在往年，考生压力不仅来自考
试，而且高考之后，填报考志愿时往往也颇犯踌
躇，生怕把自己考试的分数高估或低估了。当

然，考分估低了的考生，虽然委屈了自己，毕竟
还有学上；可一旦估分偏高，第一志愿录不上，
后面的志愿人家又不录，很有点“白考”一回的
味儿。就绝对数而言，每年因估分失误而懊悔
的考生都有不少，有的考生分数考得不算低，可
就因为估分失误而弄得没学上，这是很让考生
及其家长“伤脑筋”的事儿。

不过，这种“伤脑筋”就要画上句号了。从
本报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年在高考填志愿
上，政策有了很大变化，最重要的就是不用考生
参加高考后再去估分了，改为高考分数公布后
考生再报志愿。

这真是为考生以及他们的家庭去了一块不

大不小的“心病”。要知道，我省每年参加高考
的考生也以百万计，而每一个考生感受到的压
力，自然也会“传染”给这个考生家庭，因此，每减
轻考生一分压力，也就等于减轻无数个家庭的
一分压力。因此，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在减
轻考生压力方面，我们的高考政策能有更大的
改观。

当然，不管高考政策有什么变化，考生要想
读一个理想的学校，说到底还是要考出好成绩。
所以说，考生们不必过多地去考虑高考政策的变
化，而是抓紧时间，合理安排学习和生活，把心态
调整好，争取考出好成绩。谁都明白，无论什么模
式，考试成绩终归还是要排在第一位。

今年我省高招将实行四项重大改革（A03~A06版）

少了估分环节是一种减压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由广州市妇联主
办的广州地区首届女
大学生论坛发布《广
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
查红皮书》，调查结果
显示，59.2%愿意嫁
给富二代，理由是可
少 奋 斗 很 多 年 ；
57.6%则愿意选择
“潜力股”结婚对象。
（4月12日《信息时报》）

广州六成女大学生愿嫁富二代
唯“物”主义折射婚恋教育尴尬

从大四女生盼“急嫁”已前移到如今的大一、大二
女生蠢蠢欲动，长此以往，大学离家政大学就不远了。

金钱轻轻一动，爱情便如多米诺骨牌一推就倒。
物欲化、功利性无形中重创了少男少女们纯洁的婚恋
观，现实问题扼杀了多少憧憬美好爱情的纯真心灵。

过半女大学生愿嫁富二代，尴尬的不仅是女大
学生，而且也暴露了我国婚恋教育的空白。社会学家
说：“失去事业的女性就会成为月亮而非太阳，是寄生
的藤蔓而非坚挺的大树。”家长、学校、社会更应主动
地做好婚恋教育，引导女大学生在智慧和见识中找到
比年轻、美貌更久远的魅力。 杨红兵

嫁富二代观念背后所泛化的是一种物质关
系至上的人际观，既然选择婚姻如此，那么人际交
往也不会盘落，如此“深入骨髓”的影响对整个社
会生态与伦理道德的影响，真的难以想象。

事实上，女生之所以乐于嫁给富二代，很
大一部分程度便是“生存危机”。大学刚毕业，
面临的是沉重的就业压力与就业歧视并存的
社会现状。而后，即便找到如意工作，其工资
的涨幅也永远比不上房价的飙升、奶粉价格的
上涨还有天价幼儿园的急剧上升，稍不留神，

就沦为“蚁族”“房奴”“孩奴”了，天天奋斗不止
不打紧，还过不上一天安逸日子。压力与紧
迫、纠结、焦虑无处不在，久而久之，就形成了
所谓的“曲线战略”——“急嫁族”“嫁富二代”
之人“依靠婚姻谋出路”，而这经验又被言传身
教至所谓的“学妹”身上，时间跨度有了积累，
婚姻价值观的改变不可避免。

女孩子不再相信两情相悦、天长地久的柏
拉图式的爱情了，这是女生的无奈，更是社会
的悲剧。 龙敏飞

“生存危机”泛化的价值观当警惕

“女子难养”的现实意义
如果女大学毕业生一开始就放弃了找工作的努

力，其工作技能恐怕有在“专职太太”的“岗位”上消耗
殆尽的危险，经济独立又从何谈起？一旦“专职太太”
的美梦成为泡影，或许就要堕入“人生最苦痛的是梦
醒了无路可以走”的窘境。

如果说古代女子除了被男人“养”之外，别无他
途，那么今天的女子可以说是主动选择被男人“养”，
或乐于被男人“养”。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对“唯女子
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皱眉头，更不必吐唾沫。在

“养”与被“养”还是客观存在的时候，对孔夫子这句话
的任何反感、责难，都于事无补。“唯女子与小人为难
养也”，话虽然说得有点难听，如果把它理解为泼向女
大学生的一盆冷水，能够让一心希望被人“养”的女大
学生冷静冷静，也未必是坏事。 周建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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