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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友@四川高校新鲜事儿爆
料称，四川师范大学“大学生性文明与
性健康”这一课程的期末试题“惊现神
考题”，压轴题为“如何看待大学生约
炮”。对此，出题老师向南都记者澄清，
爆料网友曲解了题目，本意实为“大学
生如何看待约炮”，旨在引导大学生从
性道德、性文明等角度反思该行为。据
南都记者了解，这一课程属于四川省精
品课程，在四川师范大学受到学生的广
泛欢迎。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A12版）

“约炮”进考题，看似新潮，实际上
只是高校落实性教育的一个体现。随
着网络社会的发达，伴随着社交软件
兴起的新兴交友方式也与之繁荣起

来。一系列社交软件，在丰富人们生
活，打通彼此隔阂的同时，亦带来了
潜在的社会风险。就“约炮”一事而
言，虽受限于具体的情况，有着不一
样的意义。比如两情相悦可以理解为
一次浪漫的邂逅抑或一见钟情的缘
分。但也有陌生群体初次相处可能存
在的问题，比如当事双方健康因素，
基于浪漫的“约炮”有沦为危险性行
为的潜在空间。

有鉴于此，高校性教育与时俱进，
把“约炮”这一在青年群体中兴起的新
现象纳入考试，正是通过一种制度教
育的形式，了解并倾听同学们的真实
呼声，为推进健康性教育打下良好基
础。毕竟，性教育考试不考“约炮”，不

代表这样的现象就不存在。如果说教
育者开设“大学生性文明与性健康”这
一课程，是基于帮助学生培育一个健
康的身心，则正视此类社会现象恰是
一种负责任的教育态度。因为“约炮”
一事虽有一定的风险可能，但从规劝
角度而言，其是游走于法律底线的边
缘行为，是否违法也只能依据其所造
成的后果判断而无法以制度约束其行
为本身。故此，针对这类现象，只能寄
希望于健全的教育机制，厘清青年男
女的复杂情绪，为两性间的来往奠定
一个健康的常识基础。

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一个
无知、无耻、没有规矩的孩子代表着成
人的失败，而不是孩子的失败。”“约炮”

进考题，虽然教育的是大学生，但对于
已经步入社会的主流群体而言，他们仍
然是亟待树立常识的孩子。因为从性
教育的中国实践来看，这方面的起步实
在太晚。而越是避讳这种教育，反而对
青少年的身心刺激越大。把性神秘化
的恶果，一方面可能导致孩子性行为的
认识偏差，产生种种诸如易装癖的精神
疾病。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一种无知，
2011年《楚天金报》曾报道“硕博夫妻结
婚 3 年未孕，以为‘同房’就是同床睡
觉”。以此而言，“约炮”进考题，正面意
义远大于负面意义，因为它做到了一种
正视，还原性教育以正常色彩，给性行
为祛魅，从而帮助青年学生更好地接受
健康性知识。□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涉17人的广州国土房管局原局长
李俊夫案有新进展：广州市土地开发中
心土地整理部原副部长、现广州市住房
保障办公室征收处副处长黄华辉(副处
级)涉嫌受贿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
措施，涉案金额高达8900多万元。有
不愿具名的知情人士认为，黄华辉之前
在土地开发中心做副部长，去年夏天正
要被提拔为副处长，但他不愿意，并提
出辞职。黄辞职的原因正是惧怕因升
职需公示财产，败露此前的贪腐。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A12版）

从 2011 年开始，广东省政府就要
求副处级以上的官员申报登记名下和
直系亲属房产，到 2014 年，副科级以
上官员也被纳入到登记的范围。而要

求新任和拟提拔官员在一定范围内对
个人财产进行公示，在广东更是成为
某种“常规性的动作”。黄华辉之所
以宁愿选择放弃升迁的机会，亦是不
愿因为此种财产公示而泄露自己的腐
败情形，甚至直接选择了辞职，正是
由此而来。

应当承认，此种要求拟提拔官员在
一定范围内公示个人财产的规定，还有
着诸多的不完善之处。譬如，被舆论诟
病的一点是，在现实情形中，它常常只
有官员个人的申报，而无严格的与之相
配套的核实机制。譬如，就算是能够被
抽查核实，但对于虚假申报的官员又当
如何处理，并无明确的规定，只要无重
大的违纪违法行为，也多数只是要求重

新填报。但就是此种相对粗线条的规
定，也能让一名贪腐官员望而却步。它
反证出的，无疑是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
潜在威慑作用。

一个曾经被反复讨论过的话题
是：所谓财产公开，对于官员个体来
说，到底是一种现实的束缚，还是实
际上的保护？发生在黄华辉身上的故
事，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答案正是
后者。基于朴素的逻辑推理，当要求
官员财产公示的规定越来越多地存在
于官员的日常升迁和考核中，纵然暂
时无法立刻揪出那些贪腐官员，但极
有可能让他们无法顺利地通过相应考
核。当所谓的“逆淘汰”不能够实现，
清廉官员必将获得更多的升迁机会和

可能，而这，恰是财产公开对他们的
制度性保护。

“官员怕财产公开拒升职”，仅仅是
一则匪夷所思的后续报道吗？它本身
的荒唐和不可思议的成分，说明的更是
财产公开的现实价值和推行的紧迫
性。所以，对于“官员怕财产公开拒升
职”，在拍案惊奇之外，还应该做出的思
索是：为什么这样一起小官巨贪的案
件，竟然长时间没有被发现，到底是什
么蒙上了监督者的眼睛？而对于官员
财产申报制度，又该怎样让其出现在系
列的官员升迁和考核环节中，令问题官
员寸步难行？启示其实就在那里，它只
待去行动和兑现。
□王聃

“怕公示拒升职”再证财产公开的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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