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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媒体
评说评说

话题：净化微博是为了
更好地使用微博

微博作为新兴网络平台，即时通
讯功能非常强大，已经成为公众普遍
使用的社交工具。仅今年上半年，中
国微博用户数量就从6331万增至1.95
亿。在如此庞大的微博用户群中，必
然会出现鱼龙混杂的现象。利用微博
进行色情、诈骗、造谣的事件也时有发
生，如何使微博的发展更健康也值得
全社会深入思考。但微博作为科技进
步的产物，只要得到正确的使用，不仅
能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同时也能推
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所
以，微博管理的目的应当是使之发展
得更规范、更健全。

——《齐鲁晚报》

话题：“低调处理”坏消
息，就是挖政府公信力墙脚

提升政府公信力是解决当前各种
奇怪争论最重要的“基本建设”。政府
建立公信力，最重要的就是不隐瞒或
淡化坏消息。北京的空气污染严重应
当是环保局喊的，而不应当是别的什
么人。如果北京空气质量差能“吓跑”
一些人，就让它发生好了。因为北京
污染严重，人和车的增速过快是重要
原因之一。客观而言，对坏消息“低调
处理”是很多中国各级官员的习惯。
这样做看上去是一种“负责任”，其实
到头来，这都是在挖政府公信力的墙
脚。因为一次对坏消息的隐瞒和淡
化，就可能使政府通过信息公开逐渐
积累起来的公信力前功尽弃。

——《环球时报》

热点话题

“圆梦计划”用心良苦 理当支持
□耿银平（河南）

社会关注

问责到位是最好的“官德轮训”
□刘义昆（武汉）

国家公务员局近日发
布《公务员职业道德培训大
纲》。“十二五”期间，国内全
体公务员将进行职业道德
轮训，培训时间不少于 6 学

时。职业道德培训包括基础知识、四大专题
以及典型案例三大部分。基础知识中包括中
国古代如何加强“官德”修养的内容。

（11月2日《新京报》）
有网友说：“公务员道德是监督出来的不

是培训出的！”这话很有道理，这些年，各种反
腐倡廉的措施层出不穷，譬如“短信反腐”、“扑
克反腐”、“抄书反腐”、“廉政承诺书”等……
这些反腐倡廉大多停留在自律与道德层面。
是的，公务员们其实从来不缺乏职业道德培
训。遗憾的是，由于监督缺位，很容易闹出

“台上讲腐败，台下搞腐败”的笑话。

专家认为，中国特色的预防腐败一方面
要“注重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是传
统”，另一方面要“依靠制度预防腐败从政策
性措施推进到体制机制建设”。是的，我们的
领导干部从来不缺乏自律与道德的教育，缺
少的正是来自体制机制层面上的“他律”。而
反腐现实已经表明，传统上的道德教化，已经
难以遏制腐败的蔓延。

这些年，“情妇反腐”、“微博反腐”之类的
新闻层出不穷。这表明，在有些地方法律法
规形同虚设，反腐倡廉的渠道并不通畅。在
这样的背景下，倘若不在“推进到体制机制建
设”上作出努力，仍乐此不疲地停留在道德防
腐这样的肤浅层面，很容易引来公众反感。
是的，道德反腐的传统不能丢，但固守“传统”
不求创新，同样也是不作为懒作为的表现。

反腐倡廉的高级手段很多。譬如，打造阳

光政府。温家宝总理曾提出，“要创造条件让
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
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倘若
官员财产能够得到公示、政府财政预算能得到
充分公开；倘若权力能在阳光下运行，领导干
部恐怕会自觉地将“他律”变成“自律”；倘若公
民的监督权、批评权、建议权能够得到保障，公
务员们自然会“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说到“官德轮训”，依法行政恐怕是最好的
方式。官员腐败了，受贿者要问责到位，行贿
者也不能逍遥法外；倘若官员不懂法，身边的
同事被判刑，他自然也就懂了；倘若官员不作
为乱作为，要按照规定问责到位；倘若官员不
诚信，问责制度要他的不诚信付出代价……
可以看出，“不少于6学时”的职业道德轮训，
并不是长久之计；而一次次的反腐到位与问
责到底，则会在公务员心中留下深刻印记。

11 月 2 日《北京晨报》报
道，针对“圆梦计划”要求农
村学生“三代之内无大学生”
规定引发的争议，人大招办
有关负责人昨日表示，“三代
内无大学生”限定为直系亲

属。这一规定是要给最贫困的学生更多的机
会。明年人大“校长直通车计划”和“圆梦计
划”的投放计划分别为100人和50人。

对此，很多人都认为，自主招生的好经念
歪了。更有人批评说，如果三代中出现了大
学生，他们的孩子早就不是农村户口，而成了
城镇户口了。中国人大这项措施，根本就没
有适用对象，是画蛇添足，是荒唐的、可笑的。

我不相信中国人大的教授先生们会如此
弱智，连这一点都考虑不到。我认为，这种设
计，更有着独具匠心的教育公平焦虑，是想给

当下的自主招生，带来一个有效的“过滤阀
门”，将那些蒙混过关的“假冒伪劣农村生”彻
底清除出去，将真正的品学兼优的纯正版的农
村生筛选出来，最大程度落实教育公平，保证
底层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的学生得到更多的
优秀教育资源。

君不见，各种教育优惠措施只要一出笼，比
如特招生，保送生，免试生，包括体育特长生，尽
管上级部门出台了很多的监管和屏蔽措施，看看
最后的结果，诸多好政策总是被无孔不入的“教
育蛀虫”无情吞噬，而让教育优惠成了“拼爹游
戏”，成了富二代、权二代的垄断盛宴。

事实上，按照常理，原汁原味的农村生，
他们的父母，三代以内，很少有接受过高等教
育的，至少作为教师的我，班内从没有这种学
生。所以，那些真正想钻“圆梦计划”空子的家
庭，想要给自己的孩子克隆出一个“三代以内

都没有大学生”的教育履历，真的很难。因为
只要看看学生档案，这个事实就昭然若揭。如
此一来，那些假冒伪劣者就受到了彻底淘汰，
真是高招啊。

很多人，没有将这项政策和教育漏洞结合
起来，或者说，本身对教育现实了解不够多，就
一棍子打死，显然这是一种“语言暴力”和“观
点霸主”。

退一步说，就算是这项措施有诸多不足，
没有经过实践的考验，就妄下结论，是不是一
种想当然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的振
振有词的发言权，从何而来呢？

看似可笑的公共政策背后，定有可恨和可
恶的教育现实，更有让人咬牙切齿的“教育蛀
虫”，为了将这些蛀虫彻底消灭，中国人民大学
的自主招生政策，竟然精明、精细到了这种程
度，谁说不是一种沉重而无奈的教育悲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