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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规划纲要》在制订过程中，曾举行近百次座谈会，并先后两次公开征求
意见，为教育的科学、民主决策开了一个好头。在《纲要》推进与落实过程中，具体到
每一个改革举措，也应该采取这种工作模式，以集思广益，在各方教育利益的博弈中
增进共识。就异地高考这一问题来说，如果能在充分听取意见基础上，设计出各方接
受的方案，当是对地区教育均衡发展，以及高考制度改革的大贡献。 ——《新京报》

话题：河北唐山15亿打
造曹雪芹公园，多地争曹雪
芹故里

网友发言

伴随着“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风行，
各地深挖名人资源，借名人之名举办节庆
活动、祭祀庆典，建设各种文化园区、文化
广场等，大搞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通
过文化发展经济的思路和做法本身有其合
理性，重要的是防止因急功近利而出现的
偏差。 腾讯网友

巨大的经济利益，成功项目的示范效
应，求发展的迫切愿望，三者结合，导致各
地的名人故里项目纷纷上马。这些项目的
显著共性就是：投资动辄上亿元，占地动辄
数千亩。但是资金从哪儿来？土地经过审
批手续了吗？项目经过了多少科学论
证……这些疑问却鲜有解答。 网易网友

我是唐山人，我不赞成搞这个广场。
当地领导应该把心思放在如何提高本地老
百姓的生活质量、幸福指数方面。曹雪芹
故乡在哪里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提
高当地老百姓的福祉。 搜狐网友

话题：南京桥梁垮塌致
7人死亡系责任事故，被指
低级失误

网友发言

11·26事故已被认定为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那么，该事故的责任人要承担什么责
任？是否要被问责和处分？ 广州网友

新闻上说，针对此次事故，南京市政府
组成两个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组，对凡涉及
到起重吊装及安装拆卸、脚手架等危险性
较大的在建项目，一律停工2天检查，排查
合格后方可复工。这样的做法值得鼓励和
赞赏，不过，希望这样的安全检查能够成为
常态工作。 山东网友

很多安全生产事故，包括最近上海的
大火，都存在违规层层转包的情况。这起
事故存在类似的情况吗？ 四川网友

话题：官员称北京环境
持续改善，已有四年未见扬
沙天气

网友发言

10年风沙源治理，确实改善了首都的
城市环境和生态环境，广大市民希望这种
好的状况能持续下去。 网友：北京人

我不说话，只摆事实。在这条新闻的
下面，有这么几条“相关阅读”：北京今日又
现扬沙天气，本周气温起伏较大。（2010年
3月22日中国天气网）北京浮尘加扬沙天
气“祸起”蒙古国沙尘暴。（2008 年 3 月 18
日新华网） 网友：骑着狼放羊

咂摸“撞人杀人案”中的几个关键词
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的最热新闻，莫过于西

安音乐学院在校生药家鑫的“撞人杀人案”。10
月20日晚，这个21岁的大三学生驾私家车与一
名骑车的女子相撞，见对方记自己的车牌号而
拔刀行凶，连刺8刀致其死亡。

（本报今日A02版）
该案之所以倍受关注，其中所包含的几个

与时下热点社会问题息息相关的关键词，或是
重要诱因。这些关键词，很值得细细咂摸。

此案引起了对“富二代”、“官二代”的再次
讨伐潮。据当地警方介绍，药家鑫肇事时所驾
车辆系其私家车，其家庭背景殷实。“我爸是李
刚”作为网络热词的热度未减——很多网友借
对“撞人杀人案”的讨伐，表达的是对河北大学
撞人案结果的疑惑和不满。

一名在校大三学生开车肇事，进而杀人——
此案难免让人们又一次流露出对大学教育的忧
心忡忡。同时，此案还引起人们对恶性交通肇
事案处理方式的再度反思。此案虽然已经是故
意杀人案，但也不过是“多次碾压”式恶性交通

事故的升级。
与很多类似案件一样，该案也再度引发人

们对警方能否公正处理的疑惑。据报道，11月
27日下午“记者与多个办案单位和民警联系，
对方均谢绝采访”。案件已经发生一个多月，该
调查的按说应该都调查完了，警方已经建议死
者家属将死者下葬，此时仍然“谢绝采访”显然
令人有些费解。

每一个关键词都对应着民众的一个疑惑，
对于这些疑惑，当地相关部门当尽快疏解。

郭之纯

如何看待“考碗热”阻碍中国发展？
2011 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审核工作

已于 26 日 18 时结束，最终报名人数达到
1415138 人，最热的职位创下了 4961∶1 的纪
录。今年的“国考”再次出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的场面。对此，有外国媒体指出，人人争抢公务
员这个“铁饭碗”，中国社会已出现过度求稳的
心态，这将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

（11月28日《法制日报》）

面对“考碗热”，有关部门首先要反思的是，
是否为求职者尽到了应有的责任？在我看来，
报考一个职位出现热潮，以及考生抱有的求稳
心态都不会阻碍发展，无序的求职状态若得不
到引导和改变，才会阻碍发展。

同时，坊间流传“白领”不如“红领”，原因何
在？一是一些公务员各种隐性福利较多，二是
政策向部分公务员群体倾向比较严重。因此，
与其说是公务员的“铁饭碗”吸引了求职者，不
如说是一些公务员群体享受到的各种待遇吸引
了求职者。

网上有则段子，是小学生写的《我的理想》：
拿沙特工资，住英国房子，用瑞典手机，戴瑞士
手表，开德国轿车，坐美国飞机……老师批语
云：啰嗦！只需说当中国干部，这些皆可实现！
这虽是网上的笑谈，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
些公务员“权家通赢”的特点。

一言以蔽之，面对“考碗热”，我们既要做
“加法”：增加就业机会，引导和帮助求职者就
业。也要做“减法”：剥离某些岗位所能享受到
的不合理、不公平的福利待遇。 欧木华

热点话题
天津地铁公司党委书

记向中纪委举报了“老搭
档”地铁公司总经理，总经
理则在“双规”期间检举了
党委书记。最终，天津地铁
党、政两个“一把手”双双落
马，原党委书记王春清获刑
13年，原总经理高怀志获
刑20年。“作为大型国企的
党、政一把手，王、高二人本
应互相合作、监督，可两人
却热衷窝里斗，且同时深陷
腐败泥潭，落马是早晚的
事。”办案检察官说。
（11月28日《华西都市报》）

11 月 27 日，全国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经
验交流会在四川省青白江
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
为推动中小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成都将拟定中小学

生幸福指数评价体系，同时还将打造心理健康
教育数字化平台。 （11月28日《成都晚报》）

“我还你一个童年，我就欠你一个成年”，这是
很多家长和教师说给孩子听的话。没办法，应试
教育的大环境是这样，孩子们要想“出人头地”，再
苦再累也要适应这个“游戏规则”，这就是现实。

孩子们没有幸福的童年，家长和老师们都
说：我这是为了你好。欠孩子们一个幸福的童
年怎么还？之前，想必很多人都会认为，给他一

个幸福的成年就够了。让人感到欣慰的是，随
着人们思维的拓展、视野的开阔，很多人都已
逐渐认识到，这种扼杀孩子童年和天性的做
法，危害多多。所以，我们才一再地吁求高考
考试和录取模式改革，并不断进行教育改革的
尝试——成都拟定中小学生幸福指数评价体系
的初衷便是如此。

而正如很多人担心的那样，这种仅在细枝
末节进行的小修小补，注定无力改变孩子们的
童年依然苦、累的现状。禁止补课不要紧，我给
孩子们报这样那样的辅导班；整肃辅导班也不
要紧，我花钱给孩子请一个好的家教。反正，你
有政策，我有对策。目的只有一个，不能让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不能耽误了孩子们的前程。

所以，不管是成都市教育局，还是教育部，面

临的共性尴尬正在于此：如果教育主管部门认真
了，家长和社会舆论势必会认为这是在胡闹——
应试教育的模式都没变，搞这些有什么用？如果
教育主管部门不认真，那类似的体系、平台打造
只会沦为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家长和社会舆论
会认为教育主管部门诚意不足：如果想改变这种
现状，何不进行更大范围、更为彻底的改革？

欠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该怎么还？要想正
面回答这个问题，无疑需要足够的勇气。如何
充实勇气？显然需要教育主管部门更多更彻底
的谋划和行动。比如如何制定“撤离”应试教育
的时间表，如何阶段性地严格施行义务教育。
类似的“中小学生幸福指数评价体系”可以尝
试，但不能折腾——因为折腾的结果，只会让孩
子最终埋单。

本版电子邮箱:wywywy7591@163.com

在我看来，报道披露的一个细节，似乎更
有新闻含量：高怀志为求升迁，曾动用地铁公
司公款，买下了据称是天津某位市领导“干女
儿”开发的一幢烂尾楼。检方指控，此举导致
天津地铁公司损失650万余元。

目前，高怀志案虽已尘埃落定，但其中仍
有问题令人生疑。比如，“某位市领导”姓甚名
谁？其“干女儿”开发的烂尾楼被买下后又是
怎么处理的？再比如，市领导的“干女儿”虽然

开发无方，却不愁没人为“烂尾”埋单。那么，
在“我的干爸叫XX”的语境中，这位“干女儿”还
干过哪些暗箱操作、大发横财的活计？

总之，该案中涉及的尚未解决的问题，不
能不查。既然这位领导和他的“干女儿”已在
本案中“露脸”，倘若不给公众一个明确的交
代，难免引发坊间的猜疑与臆测，进而影响当
地职能部门的公共形象。所以，我们希望尽快
听到“下回分解”！ 徐林林

贪官内讧案的另一个反腐看点

贪官内讧案需多角度解读
必须再把这起案件的关键细节复述一遍，因

为这些细节使整个案件具有了更值得反思的价
值。其一，地铁公司党委书记举报总经理受贿并
不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是因为一个行贿者相互

“挑拨”而交恶，认为对方在让自己难堪；其二，地
铁公司党委书记落马的原因，并不是总经理的直
接举报，而是因为行贿过总经理的人供出了行贿
书记的事实：原来是同一拨人在对两人行贿。正
是这些带有巧合性的事实，让两位都熟谙潜规
则、手脚又都不干净的领导，以“七伤拳”的方式
重伤了对方和自己，结果双双落马。

之所以要强调这两个细节，一方面是想
说，事情的真相并不是两位领导为公共利益而
毅然决然地“翻脸”；另一方面是说，整个事件有
太多的巧合——这种巧合就叫“法网恢恢，疏而
不漏”。但与此同时，在反腐案件中，我们看到了
不少窝案的发生。什么是窝案？就是一伙人的
受贿——不再分彼此，不再有分歧，共同的利益
把他们拴在了同一根绳子上。这时，还能期待事
实的曝光依赖于贪官彼此之间的相互检举吗？
至少，这时的相互检举已经成为一种小概率可
能。如果真是这样，我们通常看到的情形就不是
相互检举的巧合，而是沆瀣一气地配合。

因此，我们应该思考如何以制度发现、处
理相似的案件。因为，与“巧合”成为破案的要
素相比，制度才是最可靠、最可能及时发现问
题的。 李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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