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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说
高校改名是你方唱罢我登

场，地方的变中国的，学院变大
学，科技、财经、工商、文理、经济
等热词被嵌入新改的校名之中，
总而言之，大学校名什么热门就
往什么方面靠拢，什么有面子就
往什么方向升级。

然而，充满朝气的大学生们
天生有着叛逆的性格，官方可以
升级校名，他们则可以降级校
名，颇有些唱反调的味道。譬
如，清华大学又名“五道口理工
学院”，武汉大学又名“珞珈山综
合职业技术培训学院”，北京师
范大学又名“积水潭师专”……
貌似只是在起绰号，但这样的称
号无一例外地是在给自己的母
亲降级。

都说母校就是那所自己可
以骂一千遍，却不容许别人哪怕

骂上一遍的地方，所谓爱之深，
责之切，笔者相信，如果问题不
严重，学生们不会用这种充满智
慧的方式进行讽喻。

在专科升本科，学院变大
学，学历大升级，以及传统名校
纷纷建校舍、辟新校区、扩招，轰
轰烈烈之后，学校里的学生没有
千恩万谢，庆幸自己能够乘着
这股扩招的东风进入大学，反
而用讽喻的手法给自己的母校
进行降级。这说明，升级扩招
只对行政官员有好处，因为这
是明显的“政绩”。如果教师、
学 生 不 能 安 安 静 静 坐 下 来 看
书、想问题、做研究、写教案，教
育能搞好吗？

另外职业技术这个字眼出
境率比较高，这说明了大学教学
的职业化倾向严重。上学为找

一个好工作本身并没有过错，但
是大学普遍功利化，对此，有识
之士一再追问中国为什么出不
了大师？中国大学需要真正的
教育家。大学应该学习发达国
家的经验，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排除行政权力的干预，恢复大学
的独立性，将大学还原为学术共
同体，而不是一直在培养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

学生乐于、敢于戏谑母校是
因为学生感觉离老师、学校越
来越远，自然会形成“既爱又
恨”的心态。大学最根本的就
是要有一个安静环境，让大家
集中精力读书、想问题、做学
问、搞教学，这样才能够把教
学搞好。而这个安静的环境，
或许要等到这股高校改名的高
潮散去之后吧。

今日关注

升级校名的
喧嚣与降级校
名的“恶搞”

□戈金（媒体人）

据统计，2008年 3月至今，全
国共有257所高校获得教育部批准
而更名，占到目前全国高校总数的
10.35%。科技、财经、工商、文理、
经济等成新校名中被追捧的热词。
高校更名过程中，存在着高职专科
升级为本科、学校学院变大学、教育
学院“转型”师范学院、地方高校升
级为省级等几大更名现象。

（5月21日《中国青年报》）

从媒体报道看，犯罪嫌疑人
在案发现场放置了“34个装满汽
油的汽油桶和3个煤气罐”，且情
绪激动，“几次扳动打火机想点燃
引爆”，形势可谓千钧一发。紧急
情况下警方能够做到临危不乱，
最终成功处置，这的确不容易，应
该予以表彰。

但市委、市政府主管领导在
批示“庆功”的同时，却只字未提
对此事的后续处理，这不免让
人 不 解 。 在 应 对 这 场 爆 炸 案
中，化解眼前危机显然只是第
一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了解
掌握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
彻查案发的真正根源，全面铲
除社会隐患才是根本。如果因

为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化解了
眼前的风险，就忘记了潜在的
威胁，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则实
在是不应该。

当初波士顿爆炸案的两名嫌
疑人双双落网时，奥巴马在感谢
警方的同时更强调，现在不是举
杯庆功的时候，而是“急需查清嫌
疑人犯罪动机、有无同伙等关键
问题”，特别是要弄清“为何两名
在美国学习和成长的年轻人要诉
诸暴力”。如此追根溯源，才是化
解危机之本。这一点，值得我们
学习借鉴。

具体到天津这场爆炸未遂
案，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既然能走
到以命相搏这一步，或许其背后

隐藏着天大冤屈，而且这冤屈通
过正常渠道无法伸张。倘若这些
幕后根源问题不解决，则李某某
之后还可能产生张某某，这一次
是幸运化解了，下一次还能这么
幸运吗？

其实，既然出现了这么重大
的恶性事件，无论现场处理得
多么精彩，反思都应该多于庆
幸。但人是感性的动物，成功
的喜悦，往往会冲淡应有的理
性，假若骨子里再有些趋功避
责的本能，满脑子“庆功”也就
是必然了。这实际上是很可怕
的。可以说，这次天津爆炸案
若 止 于 庆功，下一个真正的危
险，恐怕也就不远了。

天津爆炸
案先别急于
庆功

□郭兵（讲师）

20日，天津市公安机关果断处置
一起爆炸未遂案件，犯罪嫌疑人李某某
被当场抓获。市委、市政府主管领导听
取案件汇报后表示，公安民警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避免了一起特大恶性案件，为
天津市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应予以
通令嘉奖。21日上午，天津市公安局
召开表彰大会，对参战民警予以通令
嘉奖。 （5月21日《每日新报》）

人民日报
有权利意识，也要有法治观念

如果说，当年一部《秋菊打官司》的电
影，曾让人们充满好奇，那么今天，“讨说
法”已经成为社会口头禅。从主张经济、
社会、文化和消费者权利，到捍卫政治、环
境、食品安全和纳税人权利，“权利意识”
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深入人心、影响社
会、改变国家。“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
有自由。”任何社会行为一旦脱离法治视
野，便不可能带来公共福利的实质增进，
也难有公平正义的真正实现。今天，如果
说，“权利意识”的启蒙我们已经完成，那么

“法治观念”的启蒙还在路上。既要“权利
意识”，也要“法治观念”，二者彼此砥砺、相
互促进，才能让法治精神融入社会治理和
社会生活，使“权利意识”成为构建现代公
民人格、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基础。

中国青年报
699万毕业生就业难不只是观念题

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
699 万，比 2012 年增加 19 万人，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大学毕业生最多的一年。就业
乃民生之本。从全国而言，今年的应届生
就业形势趋紧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每
当遇到就业难题，总有专家教授跳出来谈

“观念”、说“结构”，不从经济与市场层面
求解，仿佛只要思想进步了，观念转化了，
就业岗位就自然从天上掉下来了。还有
人说，“90后”毕业生开始逐渐登上就业舞
台，他们更关注性价比与价值实现，所以
难免在就业的时候会出现“挑挑拣拣”，加
剧了结构性失业的问题。观念会对就业
产生影响，但并非一转变观念，所有问题
就迎刃而解。就眼下而言，迫在眉睫的显
然不在于观念说教，而在于从中国制造走
向中国研发、中国创造和中国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