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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前，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河南卢
氏县委土坯房中办公，引发热议。6年
后，记者重访卢氏县，1957年建成的一排
排平房依然熟悉。土坯房办公快60年，
为何不想法改善？县委书记王战方说：

“有钱还是要先尽着老百姓。土坯房里
办公，冬暖夏凉，群众来办事，心里也平
衡。所以我们既不高尚，又不窝囊。”

报 道 勾 起 笔 者 心 中 特 别 的 感
慨。大约两个月前，借出差卢氏的机
会，笔者曾特意造访了这个土坯房县
委，至今有两个细节印象仍很深刻。
一个是向地摊小贩问路的时候，摊主
在告诉我大致方位之后，不忘叮嘱我
一句“到地方找土房别找大楼”，这个
脱口而出也许在当地尽人皆知的“诀
窍”，让人在会意之余更生感触；另一
个是到了县委大院后既没见保安巡
逻，也没有门岗盘查，甚至连个路灯
之类的公共照明设施都没有，当时是
晚上，借助几间有人加班的办公室透
出的灯光，才依稀看清了这个引发热
议的院落的轮廓：低矮的土房、落后
的设施、昏暗的灯光，留在我记忆中
的那个院落，甚至比报道中的还要

“寒酸”许多。地方县委在这样的条
件下办公，也许原本算不上“高尚”，
但在“白宫”频出、“天安门”横行，甚
至有地方政府办公楼豪华到“不敢挂
牌”的现实语境下，却又不由得让人
生出“高尚”的感慨来。

当然，肯定这样的“高尚”，并非
倡导大家都搬回土房里去办公。在经
济条件许可的条件下，适当改善一下
办公条件无可非议。甚至，在经济社
会日益发展的今天，更好的办公条件
有利于实现更高的办事效率，有时也
是服务民众必不可少的。问题的关键

是，心里有没有真正装着百姓，工作是
不是在尽力改善民生。民众眼见的现
实，一边是政府高楼摆阔，一边是民生
多艰，这怎能不招来社会怨言？

因此，卢氏县委值得学习的不只
是土坯房，更有土坯房背后的民本思
想。正如县委书记所说的，“有钱还
是要先尽着老百姓”，“想想比我们苦
的群众，这里还能凑合”；以及历届县
委、县政府所做的，投资近亿元给群
众修建一个“遛弯”的广场，投入30多
亿元改造旧城、建设新区。这背后恪
守的“民为本、民为先”理念，也许才
是更值得称道和学习的。

县委土坯房是当前践行群众路
线的活教材，它就像一面镜子，可以
照出是否真心为民。在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正深入推进的当下，各地
不妨对照检视一下，财政花钱是否做
到了“先尽着老百姓”？在改善自身办
公条件与改善民众生活条件方面，自
己到底哪一个更积极？社会需要正能
量，官场也需要正能量，努力让更多的
地方政府以土坯房县委为榜样，躬身
向民，这是官之本，更是民之福。并
且，我们相信这种官场正能量是可以
传承和发扬的，卢氏县委一届届地坚
持了半个多世纪，就是一个明证。

遗憾的是，有人在“习惯性”质疑支
配下，仍怀疑卢氏县是在“作秀”。笔者
觉得，这样的质疑，已经苛刻到近乎无
聊，不值一驳。卢氏的“作秀”已经

“秀”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秀”出了
民生的切实改善，“秀”出了社会的和谐
稳定，放下这些实实在在的成绩不说，仅
就与民同苦一“秀”半个多世纪，我看就
比那些待在豪华建筑里无视民众疾苦
的要强很多。□郭兵

含辛茹苦将孩子小柱（化名）供
到大学，结果因家庭困难无力支付孩
子的学费，父母竟然被孩子告上法庭
索要学费和生活费，这是近日发生在
连云港市连云区的一件事。经法院
调解，案件以孩子撤诉告终，但是留
下的思考似乎远没有结束。

交不起学费，把父母告上法庭。
闹剧背后，折射的是相关“立人教育”
的缺位。1907 年，鲁迅先生在《文化
偏至论》中说道：人立而后万事举。
放之于教育领域，意思就是情商培养
高于智商培养，道德建设高于学识积
累。简而言之，立人教育就是帮助每
一个学生，在成才之前首先成人，做
一个遵守公序良俗的公民。

显然，小柱的情商值得追问。当
父母因为疾病、贫困而无力支付他的
学费，小柱的反应竟然是诉诸法律。
这简直让人无法想象，这对父母与儿
子小柱公堂对簿的场景。更何况，在
一个有着“亲亲互隐”儒家传统的社
会，小柱为了自己的大学学费把父母
告上法庭，这种行为已是对社会伦理
的一次冲击和挑战。

父母交不起大学学费，这事既
不需要劳驾法律，也无法可“劳”。
按 照 现 行 国 家 扶 助 贫 困 大 学 生 的
相关政策，本案中的小柱可以申请
助学贷款来缴纳学费，至于其日常
的生活费，也有打临时工、周末做

家 教 等 多 种 方 式 可 以 解 决 。 更 何
况 ，小 柱 的 父 母 不 是 有 钱 不 给 他
用 ，而 是 因 为 疾 病 、贫 困 无 力 支
付。这样的官司，即使小柱能赢，
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困境呢？

父 母 当 然 有 供 孩 子 上 学 的 义
务，但这种义务也仅仅是出于道德
上 的 。 按 照 现 行 法 律 ，年 满 18 周
岁的大学青年，父母并没有承担学
费、生活费的法律义务。小柱将父
母告上法庭，虽表明他渴望成才，
但也同样说明，他缺乏立人教育，
从而导致情商低下，耻于承担自己
的家庭义务。

这当然不仅仅是小柱个人的问
题。从某种程度上说，教育部门、学
校、老师、家长都负有一定的责任。
打开中小学的课程表，语、数、外占据
了大半壁江山，至于其他一些利于培
养少年心性的课程，要么被挤压进教
学时间的缝隙，要么迫于升学的压力
直接被一些学校取消。而青少年们
回到家中，父母忙于奔波生计，也大
多无暇顾及他们的身心。小柱渴望
成才，并为此不惜状告父母，恰恰就
是 多 年 来 功 利 教 育 结 下 的 一 枚 苦
果。从这种意义上，舆论场不应仅看
到小柱状告父母的是与非，而更应该
透过此事，看到立人教育的重要性，
从而推动教育回归人性与本真。
□杨兴东

交不起学费不单是父母有责
个论

县委土坯房蕴含官场正能量
山东省平度市郊区的金沟子村正被城市化，虽然农民变市民步

履缓慢，但是村民被上楼早已势不可挡。这个村八百多户村民，有
十几户不愿上楼，原因是代价太大，得不偿失。其中，以陈宝成为
代表，誓死抗争，以被抓捕的代价，终于保住了宅基地上的 245 平方
米的房子。

这是一个奇迹。在8月9日“陈宝成事件”后，金沟子村委会8月26
日发出“通知”称，因难以满足陈宝成及其家人提出的超标准拆迁补
偿要求，决定不再对其房屋和宅基地进行改造，而对于是否还拆除
其他三个拒拆户，金沟子村将继续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不同
意拆除，那么村委将尊重其决定，也将向他们下发最终的不拆通
知。你愿买，但我不愿卖，你也买不走。但是，这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在

“拆迁”的语境下，一直是天方夜谭。“拆迁”变“强拆”，拆出人命，拆出
丑恶，拆出不义，多年来似乎也已经司空见惯。但是，在山东平度，今
天出现了奇迹。

“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人家不愿拆迁就不拆了呗，路绕一下也花不
了多少钱。”这句网友留言被置于网易留言顶端。还有一个网友留言
也被不少人顶起来：“这个支持，不管陈宝成怎么想，起码为全社会做
出了一个极好的正面示范：个人财产不容侵犯，个人有对自己的私有
财产的决定权。另外，建议某些人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据我
所知，很多钉子户还真不是为了钱。”

为了保护合法财产，陈宝成一家人在村里成了“另类”。陈宝成
是一名记者，他凭借自己的见识进行了殊死搏斗。他一路走来，冒
着极大风险，曾经差点成为平度版的“钱云会”。最终，在前来强拆
的钩机面前，他被抓捕。虽然，他抓住钩机死机后报警求助，但是
荒诞的是警察来了把他抓了。今天他还在拘留所里，没有自由。我
们作为看客，对于真相只能凭借媒介略知一二，但我们的基本判断
不会错，那就是陈家保护自己的合法财产，走到天边都是有理的。
至于现场持刀、泼汽油以暴制暴，非要到 25 小时后再抓人等，完全
应该另当别论。

“大 V”王志安认为：“陈宝成事件”必须在大的历史和政策背景下
看才能拨云见雾。它的背后是始于 2006 年的增减挂钩试点以及一直
在制定却始终没有出台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管理条例》。它不但涉
及农民能否分享土地的收益，还关乎政府在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能否
被打破。但是这项肇始于7年前的农村集体土地的试点改革，在山东
的平度被撞了一下腰，它会拐弯吗？它会掉头吗？

跟随这种担忧之余，让我们和“大 V”王志安一同祝福：祝福陈宝
成，希望他早日脱困于囹圄；祝福平度，希望更多的村民都能分享到城
市化的红利；也祝福整个中国，希望它不畏浮云，在土地平权，完善规
则，坚定法治的道路上，一路前行。 □朱永杰

为“陈宝成事件”寄去祝福

街谈

卫生计生委近期启动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几位主要负责
官员先后赴各地就医改及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开展调研。8月26日，
微博实名认证为“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的章蓉娅，提出了一条“实
名建议”：取消卫干门诊和高干保健。她表示：“让卫生系统的干部和国
家副部级以上官员真正深入群众，和广大普通患者一道深切体会看病
难，这或将帮助他们懂得到底该为群众做点什么。”（新闻详见8月27日

《21世纪经济报道》）
走群众路线，不只是走进群众、融入群众、体验群众疾苦，更要褪掉

官气官味以及身上的官场颜色，将自己的身份完完全全地还原为群众一
员。近段时间，广东、北京、海南等地卫生官员频频“体验”“暗访”大医院
看病难问题，此举虽然得到了民意嘉许，但也不乏尖锐质疑的声音——
为什么不先削减官员们的医疗特权？这才是“看病难”“看病贵”现象滥
觞的重要制度诱因。

前不久，新华社一篇报道引发公众共鸣：某副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
费高达300万元。此前曾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殷大奎，在一篇题为《建立
公平高效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的演讲中披露的数据更具震撼力：我国
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而卫生总费用仅占世界卫生总费用的2%；中
国卫生总费用只覆盖20%人口的卫生服务，政府医疗投入的80%为850
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了！

尽管一个副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300万、一栋高干病房大楼就要花
掉3.5亿只能算作孤例，但很多触目惊心的真相却无法遮蔽：在不少地方
的公立医院，医疗资源、医疗资金其实都在向干部医疗保健方面倾斜。前
不久几近扎堆的“暗访”中，各地卫生厅厅长、卫生局局长们发表的最多感
慨，就是“民众挂号如此之难”“看病竟也需要如此折腾”。难怪这些大小
官员不食人间烟火，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干部门诊、干部病房、干部VIP待
遇，哪曾有过“挂号排队几个小时、等到医生诊疗只需几分钟”之经历！

取消干部病房，天塌不下来。在医生眼里，所有病人都是患者，没
有权力、待遇、级别和身份之分，产科医生章蓉娅向卫生计生委所提

“实名建议”，体现了医生的职业精神，反映了一个普通医生对打破特
权、调整医院服务结构、平衡医疗资源所寄予的热切期待。这项建议
极具操作性，关键是卫生计生委及相关官员们是否有勇气向自身“革
命”，对已经享有的特权进行切割。践行群众路线，摒弃这些与民争利
的特权，才是对民众、对社会的最好承诺，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芹菜丝

取消干部病房，天塌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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