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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内地富人海外移民的主因，排在第一、二位的分别是子女教育和寻找安全感。“寻找安
全感”不能不令人反思国内的社会环境。

富豪群体的移民，从现实影响上看，就是中国精英与财富向海外的双重流失。其实质是我
们牺牲土地和肥料辛辛苦苦种庄稼，等到要收割的时候，却颗颗粒粒都让别人收了去。社会弥
漫的非理性仇富情绪，可以把富人连同他们的财富一起逼向海外“安全地带”，却不能把导致财
富不公正不合理分配的公权力逼向海外。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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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富士康要求员工签
“不自杀协议”

网友发言
韩国和我国台湾的管理模式最初都是

学日本的，不过只把严格管理学过来了，却
把同样重要的员工福利不知有意还是无意
地丢弃了。 新浪网友

签了协议就不跳楼了？看来签协议只
是想人死了以后少给赔偿或不给赔偿。

网友雨辰
建议富士康把所有的楼房外加装安全网，

当然，老板的办公楼除外。 网友w8888888h
我是第一代去深圳的打工者，深知在长

年累月加班加点的工作中渴求自由的心
态。当时我曾经发誓：以后哪怕是去讨饭，
也不让儿子进这些工厂！ 网友栏杆拍遍

话题：发改委将制定暴利
界定标准防药价虚高

网友发言
今天去医院看皮肤科，医生开了一大堆

的药，差不多700元。我有一朋友在广东一
家大医院妇产科当护士长，她就明说：“能说
服病人开越多的药或补品，我们的收入就越
高。那就是回扣。” 网友秋天的风

要防止药价虚高是有办法的，就是让老
百姓能明白消费，要求所有药品的包装上标
明出厂价。 北京网友

药品是商品，就要遵循商品经济的一般
规律。应该允许医院从药厂直接进货，彻底
打破中间环节。 网友林中月

从“上铺兄弟”到“跑腿伙计”

大学校园内出现特殊群体“跑腿族”，主要
由家庭贫寒的大学生组成，专门为“偷懒”的同
学跑腿拿外卖、领包裹、送东西，收入每月在
500元左右。 （5月26日《青年时报》）

现实中，大学早已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
塔，社会对于高校的影响更是无孔不入。既然
上一代之间就有着天壤之别，指望同一所校园
内的“富二代”与“贫二代”们平起平坐，即便理
论上存在可能性，也终究缺乏现实的基础。必
须挣钱谋生读书的“贫二代”最终成为“富同
窗”的跑腿族，也就一拍即合，并不意外了。

一言以蔽之，高校“跑腿族”所暴露的不平
等，其实并非大学生的错，当社会贫富差距、地域
差距导致了社会阶层的剧烈分化时，“上铺的兄
弟”成了“跑腿的伙计”，也就并不意外了。 武洁

如何翻越生命教育的那堵墙

昆明某中学学生“老厕所”闷闷不乐地写
下日志《领导来了，地震逃命走这边，演习还是
演戏》，困惑为什么地震演习还要设立领导专
用通道？（5月26日《中国青年报》）

生命教育的实质在于尊重生命、爱惜生命，在
于众生平等。可是在频发的灾难面前，官员还是守
着官本位，乐于享受专用通道的特权，而对于专家
而言，也只是纠结于问题的表象。这让人不禁怀

疑，地震灾害后的生命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
一个中学生，用一种自说自话的形式写下了

自己的疑惑，但是我们也许可以设想，如果演习现
场意外发生大火，这个孩子敢往“专用通道”冲
吗？众生平等的这堵墙未能自上而下地突破，即
便是有这种生命意识和公民意识，但又能如何？
这堵意识中的墙如果存在，“让领导先走”的悲
剧正隐藏在“专用通道”中。 时言平

教育厅长更应该自我炮轰

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狠批一些区县
拿录取率“说事”；对于中学重奖考上北大清华
的学生，罗伟其则炮轰：很功利！

（5月26日《信息时报》）
高考的功利性不是只在基层教育部门才

有，挥舞高考大棒的更不仅仅是这些主管教育
的副县区长们。要素质教育，不要应试教育的
口号喊了十几年，省市重点中学依然是拼升学
率和应试教育的重灾区。每到中招季节，这些
学校一位难求就是最好的例证。

毋庸置疑，作为一省教育长官对高考中的
各种弊端深恶痛绝，公开批判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炮轰之余是否更应该深省这些积弊产生
的根源呢——为什么教育厅三令五申的而在
地方却屡禁不止？是政令干打雷不下雨还是
下有对策一意孤行？省厅对政令的执行监管
足够到位吗？有没有问责和惩处机制？ 牛牛

罢免获刑代表，更应罢免失职代表

不可否认，溆浦案例确有一定的民主意义。
毕竟，与以往有关部门引导启动的罢免带有明显
污点的个别人大代表的程序不同，溆浦案例是选
民在获悉米晓东的获刑事实后自发组织推动实施
的，这样的罢免是原汁原味的来源于真正的权利
的民主意义上的罢免，表明了选民权利意识的觉
醒，也演练了民主监督权运行的程序，因而，尽
管溆浦选民罢免的是一只获了刑的“死老虎”，
但还是有着一定的启发、借鉴和示范价值。

通过媒体报道，透过生活中的所闻所见，很多
人都会留意到一些人大代表的糟糕表现，比如，有的
人大代表对选民的建议呼声漠不关心，在其位不谋
其政，不能代表选民的利益；有的人大代表以代表身
份骄横跋扈，动辄打人、醉驾，还有的人大代表公然
以代表身份为保护伞进行违法经营活动……这
些人大代表违背了代表的职责，也违背了选民
的期望，如果说获刑的人大代表令选民感到嫌
恶，那么，这些人大代表则令人更加嫌恶。选民也
应该有意识罢免这样的代表，并积极付诸行动。
只有选民达成了罢免失职渎职人大代表的意识上
的共识和实践上的一致，只有罢免人大代表不再
是新闻，不再被媒体叹为“意义凸显”，民主监督权
才进入了常态，才真正落到了实处。 李英锋

由选民发动罢免并取得成功，最终终止
了一位人大代表的资格，委实少见。罢免米
晓东的困难在哪里？其实，所谓困难并不是
法律上的障碍，而更多在于操作层面。比如，
需要选民自己找到超过 50人的联名，自己组
织选民参加罢免投票，甚至，还包括当地人大
没有罢免工作预算经费和专职人员，完全需
要特事特办。然而，选举和罢免人大代表都是
选民的权利，选举之时常常有人大和政府的通
力协作，从各方面保障选举工作顺利进行，而到
了罢免环节，则很多需要选民们自发组织——

你不能不承认，单单就是这样一项工作，便足以
让部分选民失去继续下去的动力。

权利行使不对等令选民对罢免望而却步
只是第一步，更大的弊病在于，人大代表一旦
当选，在任期内便似乎成为了固有身份，除非
遭遇法律规定的必须撤销人大代表职务的情
形，这客观上也使得一些人大代表很容易慢
慢忘记他们所代表的人民群众，不能正确行
使手中的权力，甚至，还以人大代表身份为自
己谋取私利。米晓东的蜕变，或许也与此不
无关系。 刘楚汉

4月15日，湘西小城
溆浦县一选区，6444名选
民投票罢免了米晓东的县
人大代表。米晓东遭遇罢
免，源自米晓东获刑。

(本报今日A24版）

一次成功的罢免和一群选民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