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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奥赛获奖者不再保送（A02版）

调整高考加分不妨更彻底些
□晚报评论员 李记

热点热点
话题话题 职务犯罪七成获免刑缓刑传递负面信号

客观而言，五部门此次
调整部分高考加分项目有
不少亮点。但综合来说，此
次调整并不彻底。比如，奥
赛获奖者虽然不再保送，但
并没有彻底杜绝加分，对待

科技创新大赛奖的态度也是如此。在对体育特
长生高考加分项目的调整上，虽然确定了省级
统测只设“8＋2”个项目，但这样的框架设定能
否切实起到规范的效果，还很难判断。比如，据
相关人士介绍，现在高考体育加分的项目扩大
至所有国家、省级体育竞赛计划的赛事，大概有
1000项。以足球为例，可以审批国家二级运动
员的赛事就有20个（7月29日《中国青年报》）。
如此众多的赛事，监管起来必然千头万绪，调整
后这些赛事的运行如何杜绝权力、人情的渗透，
目前阶段恐很难预期。

而且，此次作出的高考加分项目调整留出的
最大“空门”在于，仍将不少项目最终加分的权限，
留给了各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让他们“结合本地
区开展高考综合改革、录取模式改革等新情况，合
理适度调减加分项目及分值”。据悉，目前的情况
是，教育部的加分规定只有14种，全国各省、市、
自治区却有近200种的加分规定。即便教育部及
相关部门此次重新备案筛选，能剔除一些不规范
的加分规定，但可以想见的是，掌握在各省级手里
的高考加分规定，仍会比较纷乱、庞杂。因为，像
山东省那样“一刀切”地全部取消省内制定的加分
等照顾性政策的省份，恐少之又少。

五部门之所以没有彻底杜绝高考加分，想
必是出于设置缓冲期的考虑。但从此次公布
的方案不难看出，在具体的缓冲期的设定上，
五部门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比如，奥
赛、科技类竞赛以及体育特长加分，何时彻底

取消？赋予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手中的加分
权力，何时回收？更进一步说，教育部的14种
加分规定，是否也应该有一个逐步减少直至取
消的时间表？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无论社会如何发展进步，实现阶层流动的
通道如何丰富，高考的模式如何变更，在当前和
今后一个阶段，高考的价值与作用仍无可替
代。而诸如罗彩霞事件、重庆高考状元民族造
假事件，以及浙江高考航模加分等事件，都一再
地告诉我们，过于庞杂、纷繁的加分规定和加分
项目，只能留下更多的可供钻营的空子；公众对
高考及高招公正、公平的更高要求，必然要求高
考加分规定和加分项目一步步去繁从简，直至
被完全清理。所以，我们最大的期望还是，教育
部和相关部门在清理高考加分方面，能有更彻
底的积极作为。比如，不妨以3年为时间表，在3
年的时间内全面清理高考加分。

近日，一篇据说出自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的讲话稿在互联网上疯传。内容
提及要对“歪曲事实”的报社和记者进行起诉，并称之为“双起”。遍寻网络，王立军局
长的讲话尽管博客、论坛普遍转载，但已经找不到官方发布的正式文本，零星剩下
的，只是下属机构纷纷组织“深入学习”的只言片语。即使是讲话者自己，也觉得这
样的稿子不能公开，这或许已经成为良知判断的最后一道底线。尽管不得不沮丧地
承认，即使到现在为止，几乎还没有什么可以阻挡，那对舆论的敌意。但当这种敌意
已经上升为体制行为，起码的警惕和抵抗便不能缺席。 ——《南方农村报》

话题：我国社保待遇标
准将逐步与物价挂钩

网友发言
社保与物价挂钩，就意味着我们每

个月都要出更多的费用去买社保。物价
在涨，可我们每个月的工资不变，收入自
然也就会变少，有什么值得高兴呢？不
明白。 网友：雪玲珑

先解决社保的普及工作吧！现在一
些人只有一个所谓的综合保险，连最起
码的保障都没有，谈什么提高？

网友：Justin
与物价挂钩，就是要提高社保水平

了，目前很多企业给职工缴的社保都没有
达到现实收入的应缴水平（也就是说，是
偏低的）。如今又要提高社保水平，这样
肯定会有企业不执行，这样的话，就要加
大查处企业不执行的力度了。 网友：金狼

话题：三亚拟限制居民
生活用水，每人每天定额
233升

网友发言
每人每天 233 升，三口之家的话，一

天限额是699升，也就是0.699吨。按0.7
吨算，三口之家一个月30天的用水定额
是21吨。我觉得这个额度不算少——我
在北京，是三口之家，家里平均每月用水
不到7吨。当然，考虑到气候差异，两地
用水量不能同日而语。但我认为，三口
之家每月21吨水完全够用了。所以，我
支持三亚的这个政策。 北京网友

海南那么热，三亚更热，出门就一身
汗，回家不让冲个凉？每个地区都有每
个地区的气候特点和用水习惯，用水定
额高一点，不是浪费，是考虑到生活习惯
的原因！ 海南网友

话题：数十名学生为让
校方留下犯错误同学跪地
求情

网友发言
不能一发生恶性事件，学校就把学

生开除了事。如果每个学校都只收优秀
听话的学生，那些所谓的不听话、学习成
绩差的孩子该到哪里上学？他们不接受
正确、健康、规范的教育，将来又如何在
社会上立足？ 江苏网友

应该依据校纪校规严肃处理，否则，
怎能教育其他同学？现在不少学校的管
理过多地对学生讲情面，造成懂规矩、讲
规矩、守规矩的学生越来越少。重庆网友

都说90后的孩子自私、无情、冷漠，
看看，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一幕。虽说
打架不对，可孩子的行为值得深思。就
像当初人们都指责我们80后一样，现在
我们不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人才了吗？10
年后，世界必将属于90后，多给他们一些
机会吧。 上海网友

话题：女子将活兔夹进
玻璃板内坐死，视频曝光被
声讨

网友发言

前天晚上看到过这段视频，我一个
大老爷们儿看到都不忍心，哎！你一个
小姑娘想出名，也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
吧，太残忍了。 新浪网友

我们杀动物吃肉是为了生活，为了
过上更好的生活。况且，现在屠杀还讲
究“文明屠杀”呢。没事虐待动物致其死
亡，这就是典型的心理变态！ 网易网友

看得我都想吐了，这姑娘太让人愤
怒了。20来岁的年纪就能做出这种人神
共愤的事来，今后怎么办啊？ 腾讯网友

在我看来，职务犯罪七成缓刑，给当前的反
腐倡廉传递出了强烈的负面信号。一方面，民
众从中产生了失望。有的时候，民众很理性；有
的时候，民众又很感性，尤其在反腐问题上，民
众常常喜欢从偶然看必然，从个体看整体。当
职务犯罪七成被判缓刑和免刑的事实摆在他们
面前时，一个很自然的联想就是反腐倡廉力度
不够，他们自然会生出失望情绪，在一定程度上
会降低对反腐败的预期，并会在行为上减少关
注，减少以举报为代表的个体参与。

另一方面，官员从中产生了侥幸。反腐的
高压态势，势必会给官员造成一定的心理压
力。然而，当他们做了一夜噩梦，一觉醒来却发
现职务犯罪七成缓刑，势必会发出一种“智者的

长叹”：噢，原来又是形式主义。
这种心理一旦蔓延，他们在职务
犯罪上会有所收敛吗？或许在表
面上会收敛，但在背后却未必。
他们会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构筑个
人关系网上，用于参与腐败链条
体系中。对他们来说，职务犯罪
七成缓刑是一种提醒，提醒他们
其中有运作的空间，就看自己有多少资源能运
作，怎么去运作。

这样的负面信号，显然严重不利于当前来
之不易的反腐形势。稍慰人心的是，最高检对
此表示了高度重视，在姿态上体现了对职务犯
罪的零容忍。如何让公众看到这种零容忍？相

关方面不妨好好去追查一下：在职务犯罪查处
案例中，检察机关有没有受到行政的过多干涉，
存不存在权钱交易，这可能是重点。也只有查
出这些问题，才能减弱职务犯罪七成缓刑带来
的负面影响。

毛建国

应该坚决叫停成品油价上调
继 10 月 26 日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后，国

内成品油价格或将再次上调。国内大宗商品
资讯商易贸资讯统计显示，截至11月17日，国
际油价三地油价变化达 4.13%，突破了发改委
规定的4%的“红线”。 （11月19日《新京报》）

温家宝总理17日主持国务院会议要求抑
制物价上涨势头，出台了四条抑制物价的措
施，明确指出，把握好政府管理价格的调整时
机、节奏和力度。保持天然气价格稳定。必要
时对重要的生活必需品和生产资料实行价格
临时干预措施。

在通胀压顶的形势下，到了两大石油垄断
集团让利、作贡献的时候了。石油价格形成机
制明确指出：当国际原油价高于每桶80美元
时，政府将开始扣减石油企业的加工利润率，
直至按加工零利润计算成品油价格。当前，国
际原油价格已经高于80美元，是扣减两大石油
集团加工利润，还是继续上调价格让消费者承
担，进而推高通胀率？这需要相关部门作出抉
择。 余丰慧

“情况特殊”究竟是什么情况？
11月18日，央视大火案第二批被追责的人

员中，供货商中山盛兴公司因销售伪劣产品罪
被处罚金110万元。法院称，因“情况特殊”，对
3名公司人员予以从轻判刑。

（11月19日《京华时报》）
央视大火案一直奇闻不断，此次法院的判

决更令人迷惑不解：“情况特殊”何以成为“依
法减轻处罚”的理由？“情况特殊”究竟是什么
情况？如何“特殊”？法律中有把“特殊情况”
作为“依法减轻处罚”的依据吗？

央视大火案一直撩拨着公众的神经，因为
透过央视大火，人们窥到了若隐若现的权力腐
败。何况，央视大火案已经发生过不短的时
间，案件的审理却总是一波三折。如果再时不
时地添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特殊情况”，恐
怕公众只能更会如堕五里雾中了。央视大火
案究竟还有什么不能拿到台面上的“特殊情
况”？这些“特殊情况”只能藏着掖着不能为公
众所知？对此，民众希望能有一个明白的解
释。 李先梓

“常回家看看”不应只是一首歌
在山东济南，每天都会有一位70多岁的老

大爷在青年东路站点乘坐公交车，而且来回两
次。说起这位老大爷，不少驾驶员都表示“印
象很深刻”。而据记者了解，这名老人坐公交
车就是为了“解闷”，和人说说话。

（11月19日《山东商报》）
现实生活中，我们总能看到这样一幕：有

的子女嫌老人太过于唠叨，观念落后，烦他们
碍手碍脚，不愿和他们一起生活；有的子女不
愿意和老人谈心，即使坐下来，不少时候也是
敷衍了事……在这样的氛围下，不少老人常感
觉孤独、苦闷。即便子女能给老人很多物质帮
助，但事实上已经对老人构成“精神遗弃”。

我们一直呼吁子女要“常回家看看”，这首
歌曾唱遍全国大街小巷，可真实的情况呢？这
名“解闷”的老人或许能诠释一切。“常回家看
看”，不能仅仅是一首歌，也不能是纸上谈兵，
而应该从每个人做起——也许不少人赡养老
人的压力确实很大，但你不至于连陪他们聊聊
天的时间都没有吧？ 龙敏飞

18日，最高检印发新规，要求对职务犯罪实行两级监督，“上级检方同
步审查，职务犯罪一审判决”，主要解决检察机关对错误判决不敢监督和
不善监督的问题。该规定明年1月1日起试行。据介绍，2005年至2009
年6月，职务犯罪69.7%被判缓刑和免刑，而同期检察机关的抗诉数仅占
2.68%。（11月19日《京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