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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有网友晒出贵州城市职
业学院新校区落成后，挂出9所世
界名校道贺条幅的照片，包括剑桥
大学、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网友
直呼“亮瞎眼”。该校教师证实有
此条幅，但道贺并不存在。据悉，
该校倡导走国际化路线。（9月25
日《南方都市报》）

民办职业院校和世界名校原
本并无关联，却因为“名校道贺”被
生硬地勾连在一起。正所谓“背靠
大树好乘凉”，民办职业院校试图
通过“名校道贺”的方式来提高学
校的关注度和影响力，初衷无可厚
非；然而，“名校道贺”最大的致命
伤就在于通过作伪的手段来自欺
欺人，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高等教育的金字塔结构中，
牛津、哈佛处于顶端位置，名不见经
传的民办职业院校则处于底端位
置。从常识判断和逻辑推理的角度
来说，9所世界名校不可能为一所毫
无瓜葛的民办职业院校“摇旗呐
喊”。和“北大夏令营”一样，“名校
道贺”在本质上也是一种作伪的符
号经济学，试图利用世界名校的符
号效应来提高自身的“身价”。

和炫耀性奢侈品消费异曲同
工的是，“名校道贺”利用抽象的符
号来表明身份、赢得社会认同——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能够和世
界名校“称兄道弟”，自身办学实力
可想而知。“名校道贺”忽视了自
身和世界名校在办学层次、社会声

誉上的巨大差异，即使看上去冠冕
堂皇，也难以取得公众的尊重和信
任，不过是徒增笑料而已。

在国际化办学理念的遮蔽下，
一些高校千方百计地拉关系、找门
路，生硬地和国外高校产生肤浅的关
联。只讲“面子”不讲“里子”的做法，
说到底是一种对社会认同的迷失。
办学实力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提
升是一个长期的隐性的过程，而在浮
躁、功利的教育观念的趋势下，“傍名
校”则成为一种短平快的手段。

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高校通
常会发贺信表示对其他高校的礼
节性祝贺。“名校庆贺”则采取大张
旗鼓的横幅广告，是一种变相的炒
作。缺乏笃定的办学理念和精神
追求，民办职业院校难免会在激烈
的竞争中迷失方向。在浮躁和喧
嚣的驱动下，民办职业院校不将精
力放在人才培养上，而是将心思放
在吸引眼球上，这样的本末倒置，
错得让人痛心。

在盛行符号互动的时代，“名
校道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炒作。
只不过，脱离了真实性，符号互动也
就失去了意义。并不高明的作伪手
法，见证了教育从业者的轻率与糊
涂。民办职业院校要实现“后来居
上”，不能依靠外来的标签，而是依
靠内部的治理。只有实现人才培养
和社会需要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
动，教育机构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实
现价值、赢得尊重。□杨朝清

“名校道贺”
炒作背后的社会认同迷失

近日，清华大学假日改
革课题组负责人蔡继明称，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国庆节
都只放一天假，我们规定国
庆节3天的法定假日明显有
些长。未来，随着带薪休假
的进一步落实，我们应该取
消“十一”黄金周，将国庆节
的法定假日调整为1天。当
然，剩下两天的法定假日绝
不是就凭空取消了，而是可
以分给元宵节、重阳节两个
传统假日。
（9月25日《中国青年报》）

删减黄金周的前提是带
薪休假已经全面落实。如
果，国人全面带薪休假仍是
纸上画饼，而黄金周却已删
减，这不仅起不到调节作用，
反而徒增公众的疲劳感。因
为说到底，黄金周的设立就
是为保障所有劳动者都能有
一次长假出行的机会，贸然
取消它将影响许多企业员工
的正当休息权益。

专家之所以抓住黄金周
不放，可能是因为黄金周所
衍 生 的 经 济 压 力 、交 通 压
力。例如经济学家汪丁丁就
曾认为，一次黄金周带来的
损失接近 2000 亿。不过，黄
金周带来的经济刺激也是可
观的。旅游、餐饮等行业因
此而带动的发展，这种经济

贡献，又怎能忽视？
从新闻上看，蔡继明的

论点还基于“如今，随着带薪
休假的逐渐普及”，但从实际
来看期盼“逐渐普及”有些为
时过早。据《陕西日报》9 月
15 日报道，人社部一项调查
显示,目前带薪休假落实率约
为50%,落实较好的集中在党
政机关、事业单位,而民营、中
小企业落实相对较差。也就
是说，一半左右的劳动者未
能享受到带薪休假。在这样
的条件下，轻言放弃黄金周
毫无实际意义。

更何况，剩下这一半劳
动者的休假问题本就是带
薪休假的难点重点。民营、
中小企业一方面面临带薪
休假的经济压力，市场惯性
令他们抵触新的做法。另
一方面，这些企业又是市场
主体，行政力量很难说直接
干预其放假。如何改变这
些，既需要加强普法宣传，更
需要运用法律与市场手段调
节企业行为，远非一蹴而就
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还有，有关
带薪休假的制度也未完善。
从法律体系而言，仅有一些
具体的法律条文，比如 2008
年开始实行的《职工带薪年
休假条例》，但欠缺刚性执行

条件兜底。比如欠假该如何
赔偿，违反条例的违法成本
等，均未明确。因此，在相关
制度改革尚未启动的前提
下，讨论取消黄金周，明显有
些不合时宜。

黄金周的优势在于它是
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对企业
而言，不放黄金周所面临的
抵制是必然的。但带薪休
假就不同，一方面，劳资双
方处于一个不对等的平台，
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实行带
薪休假的历史并不长，没有
形成一种社会共识。休不
到带薪年假的员工，过去也
没休过，很难说他会为了带
薪休假向老板抗争。更不
要说，执法部门的监督不到
位，给维权者撑腰的制度途
径 匮 乏 ，散 沙 般 的 个 体 抗
争 终 究 不 过 是 一 次“ 用 脚
投票”。

以此而论，黄金周去留
远非休假问题的关键。舆论
更应关心的是，怎样实现《国
民旅游休闲纲要》中提出的

“到 2020 年基本落实带薪休
假”。当这一项工作真正成
为执法部门的一个重要监督
内容，带薪休假的比例真正
提升，废除黄金周才应该提
上日程。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个论

■街谈

青奥会前，位于河西的青奥文
化体育公园门前的青奥轴线上，竖
起了31组代表青奥竞赛项目的体
育雕塑。这些雕塑也成了市民喜
爱的景点之一。然而，最近有市民
发现，其中不少雕塑已经“伤痕累
累”。“原本是一道风景线，现在反
而成了瑕疵。”一位市民惋惜地
说。(9月25日《现代快报》)

一边是青奥会期间空气质量
“ 优 良 ”等 级 预 报 准 确 率 达 到
75%~80%，一边却是青奥会刚过，
为了迎接南京青奥会而移栽的大
量树木就枯死了很多，现在则是青
奥会期间的体育雕塑变得“缺胳膊
少腿”。青奥会刚过去不久，这些
体育雕塑就变得伤痕累累，有网友
戏谑道“南京可以开残奥会了”。
不少网友则责怪这些雕塑是用廉
价的玻璃钢制作，是质量问题才受
到损坏。

据专业人士称，如果没有人为
的损坏，这种玻璃钢雕塑完全可
以放在室外七八年没有问题，当
然并不是所有的玻璃钢雕塑都经
不起折腾，只要在制作时对雕塑
进行加固，保证各个部位都有足
够的强度，雕塑上也是可以坐人
或者站人的。

这种玻璃钢雕塑，本来就价格
低廉，质地并不算好，而青奥文化
体育公园的管理者也疏于管理，让
游客骑在雕塑上折腾。当然，也不
能全怨管理者管理不力，或是青奥
会主办方制作了“一次性雕塑”，游
客的素质也很关键，不能只强调管
理者与主办方的责任，而忘记了少

数素质低下的游客才是导致雕塑
损坏的罪魁祸首。

青奥会举办时间仅十多天，种
植只为了青奥会而活的树木，受到
舆论的极大非议，这是一种极大的
浪费；但只树立一些廉价的雕像，
却属于一种节俭行为，而不能将其
归于虚假的应景，不能简单给其贴
上短命工程、形象工程、烂尾工程
的标签。

仍然需要对事件进行调查，虽
然青奥会仅是一时的盛会，但就
像北京奥运会鸟巢等举办场地一
样，这些盛大的国际赛事举办过
后，完全可以给当地留下一两座
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让这些曾
经见证过盛大国际赛事的场所又
变成了旅游胜地。所以，体育雕
塑造价低廉，并不是原罪，赛后对
这些场馆的保护，却值得管理者多
费心费力。

这些见证当初盛大赛事的雕
塑，不仅是青奥会的见证者，也能
给城市注入一种体育精神，增加城
市亮点。那些体育赛事举办的目
的，主要就是为了让人重视体育活
动，增强体质，提高生活质量，将体
育精神植入寻常百姓生活之中。
由此，对这些场馆与设施的保护，
甚至可说胜过比赛本身，能看出一
座城市对体育精神的领悟程度和
体育文化的盛行程度。反之，当体
育盛会闭幕未久，设施即被破坏，
从主办方、管理者到市民，都让人
焦心地看到一种对体育的漠视与
不恭敬态度。
□戴先任

雕塑损坏下的体育文化焦虑
时常听到有关学生出格

发型的报道，这不，又是一
例。重庆一个16 岁男生，不
仅留长发而且染发，被学校
要求剪短后才能上课。但该
男生发型一直不合格，所以
一直没上课，最终因多日未
上课被退学。男生的母亲认
为对孩子造成了心理伤害，
将学校告上法庭，要求学校
赔偿书本费 300 元及精神损
失费等10 万余元。近日，法
院一审判决学校返还男生
300 元书本费，驳回其他诉
求。（9月25日《重庆商报》）

看到这一新闻，以及背
后网友的热议，不禁突发奇
想，当初马云留的什么发型？

之所以讲马云，是因为
这段时间马云太出名了。李
克强总理曾经盛赞马云们，

“ 创 造 了 一 个 新 的 消 费 时
点”，现在的马云，因为阿里
巴巴公司在美国上市，更是
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创造

了一个新的中国现象。无论
怎么看，今天的马云，都可谓
是创新的典型，都涌动着自
由和才华的气息。

按照很多人的说法，在
这个崇尚自由和创新的年
代，学校不能挤压人的个性，
不能扼杀学生的才华。而学
生的发型，从来都不只有美
的意义，更被看成了学校是
不是开明开朗，能不能尊重
自由、宽容创新、善待个性。
在许多人看来，学校连学生
的发型都要管，而且要求大
致统一的标准，有些不近人
情，这样的学校，实在是不懂
得创新的重要性，实在是不
知道如何尊重学生的个性。
这种教育理念太落伍了，更
是非改不可。

学校不能压抑学生的个
性，但对发型适当提要求，是
否就是打压个性了？如果个
性这么容易打压，如果创新
的火花一吹就灭，真不知道
在满天风沙的江湖，马云是
如何杀出重围，进而笑傲江
湖的？其实这个世界从来都
不缺少新奇发型，到大街上
走一圈就会发现，想得到的
想不到的发型都有。可一些
年轻人的创新意识，似乎与
其发型并没有什么正相关关
系，更不要说创新成果了。

虽不知道马云当初上学
时留的什么发型，但大致可
知的是，在马云上学那个年

代，染发的人很少，特别是男
生染发几乎没有。事实上也
不仅是马云，现在一些很有
创新意识的人，当初在发型
上也并没有多少出格的地
方。比如说新东方的俞敏
洪，就一直自嘲土气，可这影
响他们后来有创新意识了
吗？仅仅因为学校发型提出
要求，就认为打压个性，影响
一生，这顶帽子有点大。

当然，时代发展到今天，
学校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河流
里。拿学生发型来说，也应
该与时俱进，比如说设计几
种发型，适当允许学生在发
型上有一点自由。但成长有
其规律性，对于年轻人来说，
求学阶段学点规范，未必是
坏事，也并一定影响个性，更
不一定影响个性中的好的地
方。诚然现在教育有许多问
题，但回头来看，社会特别是
家长恐怕也有不少问题，在
认识学校教育上，可能还存
在不少偏见。而种种心理传
导到学生那里，也不可避免
产生了一些副作用。

因为一个发型，导致一
个学生被退学，无论是学校
还 是 家 长 ，都 需 要 引 起 反
思。但是无论如何，今天的
学生需要尊重个性，但不应
该否认规范的作用和意义。
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
好，讲的也是这层意思。
□乔杉

马云上学时留的什么发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