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2 2013年12月31日 星期二 统筹：王长善 编辑：杨兴东 美编：李薛 校对：薛梅 版式：李仙珠

中原时评

即将过去的2013年是多新闻的一年。
新一届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领导人产生、
上海自贸区挂牌成立、“嫦娥”怀抱“玉兔”
登月、粮食产量“十连增”……新闻见证着
一个丰富多彩、目标清晰、步履稳健、改革
发展的中国。（12月30日《人民日报》）

今天是 12 月 31 日，2013 年的最后一
天。中国人自古就有盘点的传统，又是一
年过去，蓦然回首，有不少令人怦然心动的
大事，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上海自
贸区挂牌，嫦娥三号抱“兔”登月，乃至废止
劳教制度、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都给人留
下深刻印象，也在改变着我们的国家，调适着
公民的生活。诚如报道所称，2013是一个改
变的年份，每个人都是改变的参与者，每个人
都是改革的受益者。这是一个由一个个小梦
想组成的大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每个梦想都
是光荣的。

在磅礴的大时代，我们虽是不起眼的
个体，但并不孤单，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构
成了人生的底色，也铺陈着这个时代的丰
富与多元。没有谁是孤岛，没有谁能真正躲
避纷扰，那些宏大叙事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我
们，比如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决
定，势必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介入我们的
人生。也许我们平时不把政治术语挂在嘴
边，也不太关注那些高屋建瓴的方案，我们
关心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关心的是日常出
行，是空气污染，而这何尝不是国家大事？
不正是国家决策层所倾力解决的事情？

回望这一年，很多人都会对“同呼吸，
共命运”有了新的认识。比如雾霾。据统
计，今年以来，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 29.9
天，较常年同期偏多10.3天，为1961年以来
历史同期最多。十面“霾”伏，人人受苦，苦
不堪言，言多抱怨。我们看到，9月12日，国
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从减少
污染物排放、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动员全民

参与等10个方面，提出35项措施，对2017年
前大气污染防治给出详细的“治理蓝图”。

回望这一年，反腐也许是最不容回避
的兴奋点之一。随着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
禧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十八大以来已有
18名省部级官员落马。2013年的反腐，雷
声大，雨点不小，数字为证：截至上月底，光
查处违反八项规定，就处理了2.5万多人。
诚然，既要坚持打持久战，也要打好歼灭
战，而当前，从治标抓起不是坏事，用中纪
委书记王岐山的话说就是“当前反腐要以
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回望这一年，很多人也会对一些悬而
未决的新闻予以关注，比如烂尾新闻。一
方面应看到，有些事件不可能在短期内画
上句号，短期内没有结果不应归纳为烂尾；
另一方面更应看到，有些新闻属于故意被
烂尾——媒体不追踪，相关部门就不过问，
舆论催一下，当地政府就吭一声，奉行挤牙
膏思维；有的新闻仿佛石沉大海，渺然难寻
了。相关部门的麻木，乃至故意遮蔽，是对
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蔑视，也是对法律
法规的嘲弄。有多少烂尾新闻跨年？要到
何时才煞尾？

回望这一年，每个人都有一番感受，每
个人都有不少收获，当然也可能有彷徨与
失落。无论是忧是喜，是焦虑是淡定，这一
年都画上了句号。更多的人，还是既为全
面深化的改革设计欣喜，也为时代洪流中
的个人如何更好工作、生活而焦虑；既关心
那些新闻事件中当事人的命运，也关注自
己的生存状态；既希望公平正义多一些、法
治进程快一些，更希望伤害法治与公平的
事情少一些……

2013年已经过去，莫惋惜，也别叹息，
如果上下凝聚共识，形成更多合力，明年必
将会有更多的惊喜与旖旎。
□王石川

回望2013，多少感怀在心间
■街谈

12 月 30 日上午，首师大召开新
闻发布会，回应此前媒体报道该校
71 名学生“本”变“专”的问题，该校
表示，作为中介的北京致远东方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招生虚假宣传，给
学校声誉造成极大损害。这批学生
没有人达到首师大在当地的录取分
数线，媒体报道的“统招统分本科
生”与事实不符，首师大将正式起诉
该公司。首师大表示，出于维护学
校稳定、维护学校声誉的大局，学校
先行解决学员诉求。通过和学生的
沟通，达成最终协议。这批 71 名学
员中，有3人选择离开高等美术教育
研究中心，他们每人获得8万元的补
贴。其余 68 人每人获得 7 万元补
贴，选择继续在中心学习，他们将于
2015年1月获得正式的成人教育专
科学历。（12月30日《现代快报》）

“本”变“专”的问题，不是钱的
事情。首都师范大学相关负责人言
之凿凿，称都是中介公司惹的祸。
那么时间回溯到三年前，招生之时，
学校难道丝毫不知中介公司的虚假
宣传？更何况，这 71 名学子还在校
园上课生活了如此之久，难道竟未
能使相关负责人察觉分毫？眼下，
木已成舟，校方却送来这份迟到的

“告白”，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既暴
露出首都师范大学在办学上存在严
重的官僚作风，更折射出这 71 名学
生问题背后的复杂。

从新闻上看，关乎这批学生的
情况，首都师范大学可能完全知
情。因为三年来，这 71 名学生虽承
受着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住校外公
寓，不能在图书馆借书，却没有人告
知他们，不属于全国统招的本科生

不能在此读书。而时至今日，学生
们已经度过了三年的学习生活，眼
看就要毕业，学校却忽然有了自揭
问题的勇气。类似中介公司虚假宣
传的问题，才被匆匆翻出。而所谓
的“本”变“专”，赔一笔钱，似乎成了
校方解决问题的善意。

但显然，71 名学生荒废的三年
光阴，拿钱买不回来。三年前，这71
名学生的成绩，纵使上不了类似首
都师范大学这一类的重点本科，读
一个二本也完全绰绰有余。如今，
校方虽然愿意赔钱，但已经打折的
文凭，由“本”到“专”的跌落，又怎能
让人放心？而更加值得讨论的是，
从这 71 名学生的问题中，我们可以
看到部分高校负责人权力之大，由

“本”到“专”，似乎仅凭个别人的一
句话，文凭的“私相授予”，更衬托出
教育庄严感的陨落。

关于招生乱象的话题，最近频
频被提及。此前，中国人民大学就
被中央巡视组揪出自主招生腐败问
题，引起全国关注。而受该案影响，
有关高校招生问题，已经引起相关
管理部门的重视。在这样的背景
下，首都师范大学突然花钱私了，这
种匆忙表态，更添欲盖弥彰的味
道。显然，事已至此，不论这71名学
生的问题，是中介公司虚假宣传，还
是首都师范大学校方的有意疏忽，
这种既成现实，早已超越了一所学
校内部事务的范畴，需要更高级别
的教育部门及司法机关的介入，沿
着法治的轨道，以尊重现实的态度，
还学生一份公平，给关注此事的公
众一个满意的交代。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本”变“专”的问题不能用钱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