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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别让逢节必涨
拖了旅游后腿

清明小长假在即，一些旅游
景区门票价格酝酿上涨，部分地
区的景点上涨密集引发热议。近
日，国家旅游局表示将推进景区
门票价格改革。

“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
难”。“逢节必涨”的出现，正是因
其符合景区利益，可惜这只是眼
前利益、蝇头小利。个别景区鼠
目寸光、锱铢必较，而对旅游发展
方向负责的人，却必须着眼长远，
明白转型升级才是旅游发展的未
来。因此，现在有必要对“逢节必
涨”釜底抽薪，严格禁止节前涨
价，制订告别“门票依赖”时间表。

新京报：任志强该领多少
退休工资

一向不走寻常路的任志强，
又任性了一回，把自己的退休证、
退休工资晒在网上。8837.04 元，
对于曾经的国企高管，这个工资
不算高。但别忘了，现实中有的
是没有退休金，或者退休金一两
千的人，所以网上难免会有质疑
的声音。

但能拿多少钱，不是任志强自
己能定，相关制度不够透明，他才
会被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其实，
既是国企，薪酬标准本就应是公开
的。无论什么时候公开，都可能面
临质疑，如果害怕质疑就不公开，
那也就永远没有公开的一天。

一项1948人参与的调查显示，
对于高考统一命题，83.9%的受访者
表示支持，67.4%的受访者认为可
以维护高考公平，49.9%的受访者
认为可以使高考试题更加科学规
范，40.7%的受访者表示会推进异
地高考，36.8%的受访者表示会降
低舞弊、漏题风险。（3月26日《中国
青年报》）

统一命题，只是高考改革中的一
小步，与高考公平的诉求还存在远远
的一大步。有67.4%的人认为统一命
题可以维护高考公平，可能与人们对
统一命题的认识有关。统一命题或
须转变三个认识上的误区：一是统一
命题是统一由国家考试中心命题，不
是统一试卷，更不是一张试卷；如
2014年15个省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
卷，河南等地使用了新课标一卷，黑

龙江等地使用了新课标二卷，广西使
用了全国大纲卷，25 个省统一命题
后，还有可能增加更多套题。

二是统一命题不是统一录取分
数线，不是统一命题省份按人均统一
录取率；今年两会上，河南的全国人
大代表李光宇直言该省高考名额分
配较少，鞠躬恳请教育部让更多河南
孩子获得公平受教育的机会。这其
实暴露了我国高考制度地区名额分
配不公，山东、安徽等人口大省和高
考大省的录取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的问题。

三是统一命题也不是人们理想
的优质高校会平均分配录取指标。
高校所在地往往倾向于招收本地学
生，但优质高教资源分布不均的现
实，是高考录取不公平的一面。如河
南省仅有一所“211”高校，北京市的

重点高校多达26所。河南省的一本
录取率为7.6%，其中，“211”以上院校
招考比例仅为3.7%；而北京市的一本
录取率则高达24.8%。

高考公平，关乎均衡教育资源、
均衡高校资源、均衡区域录取率等方
面，即便取消加分，高校录取也会兼
顾特殊地区、特殊学生，采取不同地
区不同录取分数线的方式平衡录
取。而统一录取分数线，对教育基
础、教学水平薄弱的地区，又是不公
平的。由此可见，统一命题，无法解
决以地域为界限、以院校招生引起的
矛盾，与高考公平不可同日而语，只
能点到为止。人们对高考公平的期
待，是对高考改革的期待，相信高考
公平会在强烈的声音与愿望中，逐步
得以实现。
□卞广春

期待高考公平勿夸大统一命题作用

有
此
一
说“所谓的北京市民‘死不起’‘葬

不起’，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问题，
是个谬论。”昨天上午，北京市民政局
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红兵针对民政
部一零一所等机构发布的《殡葬绿皮
书：中国殡葬事业发展报告(2014～
2015)》中“北京市区公墓消费过高，
大部分居民难以承受”的问题作出上
述回应。（3月26日《新京报》）

报告中提到北京地区居民殡葬
消费平均4万多，市民此类消费甚至
8万元左右，网友因此开玩笑说“死不
起”。而昨日北京市民政局在回应中
拿开法拉利举例，声称“不能因为开
不起，就去不起”，同样一个地方，走
路也可以去云云。但北京市民政局
副局长、新闻发言人李红兵称“近10
年来，没有增加一点土地作为公共墓
地”，并称“经营性墓地通过价格手段
调节供需”，显然，北京市相关部门尽
管否认殡葬消费的问题，但这种态度

其实已经间接承认，墓地资源使用存
在价高失衡现象。

有鉴于此，北京市民政局的说法
当然谈不上错，网友的感慨却也说不
上谬误。从殡葬的广义概念而言，的
确可以通过改变人们的殡葬观念，诸
如把骨灰撒向大海等形式，舒缓殡葬
难题。但说到底，选择怎样的方式安
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个人应该
有较大抉择空间，而当公民基于墓价
太贵而被迫选择“骨灰撒海”，事实上
安葬的机会平等并未得到保障，换言
之，对于那些无力选择墓地的公民而
言，“骨灰撒海”成了唯一可能，与葬
得起的人相比，又何尝不是一种殡葬
意义上的“死不起”？

诚如民政部事务司司长张世峰
所言，“殡葬本质上属于公共服务，而
不是市场配置。”因此，面对墓价的非
正常增长，政府应做好调控，并加大
在此方面的公共投入。从整体角度

而言，墓地资源共享是存在供需困
难，但最基本的机会开放均等，完全
可以通过制度的力量来保证。同样
以开车为例，有人开法拉利，有人开
普通小车，但摇号的权利，都应是平
等的。不能说走路也可以去，就拒绝
其他人的正当权利。

当然，从实践角度而言，骨灰撒
海、集体深葬和其他节地环保安葬
的确都可以成为当地居民的选择，
但毕竟整体需求的人口基数是庞大
的，一方面是“10年没有增加一点”，
另一方面是“以价格调节为主”，在
这种奇货可居的背景下，墓地资源
毫无疑问容易沦为投资的商品。因
此，北京市民政局面对民政部发布
的报告，最应做的不是急于表态，而
是扭转殡葬管理观念，找准殡葬问
题的病因，用实际努力去回应舆论
场的质疑。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殡葬消费问题不宜简单斥以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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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文山马关县人王玉琼，是当
地知名的“慈善妈妈”。最近，王玉琼
曾经的得力助手赵春雷举报称，王玉
琼借慈善名义敛财。据了解，王玉琼
因“筹建敬老院”，从政府手中低价拿
地60亩；声称壹基金向其捐助1500
万，又从政府手中获得14年出租车
广告收益权。然而，敬老院至今都没
开工，有关投资一事目前被壹基金证
实造假。“慈善妈妈”光环的背后，疑
点重重。（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
AA06版）

云南文山“慈善妈妈”王玉琼，也
曾令无数人敬佩。不过如今，因为深
陷“假慈善真谋利”的传闻，其形象瞬
间从天上坠入地下。王玉琼曾经的
得力助手赵春雷举报其因“筹建敬老
院”，从政府手中低价拿地 60 亩；声
称壹基金向其捐助 1500 万，又从政
府手中获得 14 年出租车广告收益

权。然而这一切，都只是“借慈善名
义敛财”。如果这样的举报属实，“慈
善妈妈”的所作所为的确令人失望。

可以说，对于这样有争议的事
情，诉诸法庭寻求法律途径解决，无
疑是最好的办法。而“慈善妈妈”王
玉琼，也正好这样做了。遗憾的是，
去年8月28日此事便诉至文山市人
民法院了，尽管其间有媒体报道称

“慈善妈妈”胜诉，但有媒体记者从文
山市人民法院了解到，该案仍未宣
判。众所周知的一个常识是，在法院
判决之前，任何人都是无罪的。这样
的逻辑与常识，对“慈善妈妈”适用，
对举报人也同样适用。

不过在网上，一些人却选择情感站
队。一方面，因为伪善的人不少，他们
便认定“慈善妈妈”也是其中一员，而理
论依据则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另一
方面，举报人赵春雷甚至遭遇当地一名

官员的“灭门”威胁，且调查属实，虽然
这名官员表示自己跟“慈善妈妈”没有
半毛钱的关系，但这名官员叫王志锋，
而“慈善妈妈”叫王玉琼，还是给人极大
的联想空间，于是有人认为，这是“慈善
妈妈”心虚的一种体现。

但很显然，对于“慈善妈妈涉嫌
敛财”一事，需要的不是情感的私断，
而是法律的公断。客观来说，赵春雷
的举报，有可能是一种正义感的体
现，他所举报的内容，有可能是真实
的。但也存在另一种可能，赵春雷在
与“慈善妈妈”的共事中有了不可调
和的矛盾，于是不管怎样也要搞臭

“慈善妈妈”的名声。毕竟，他的举报
内容中，“毒妇贼婆”“云南著名女骗
子”“悍妇”等不雅词汇是无处不在
的。就此来说，对“慈善妈妈”一事，
的确应摒弃情感站队。
□南朔

云南“慈善妈妈”事件
需摒弃情感站队

微话题@
微讨论

向来缘浅，奈何情深

@人民日报：因为爱情！苦等初恋
40年未嫁 63岁终牵手。1949年，
河南 19 岁邢玉莲与 20 岁赵国盛
一见钟情，但赵去了台湾。“我会
回来娶你，等我。”一句承诺，少女
苦等 40 年不嫁。40 年后，二老终
于重逢，1993 年结婚。然而，6 年
后，邢奶奶办赴台手续时，赵老突
然去世。（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
A07版）

网友跟帖
@随波不不不不逐流：想到一句
话，向来缘浅，奈何情深。
@JuneAngelyyy：用一生的年
华去守候一句无期的承诺，要有什
么样的毅力才可以。
@哈爷爷之糊涂仙：难得的苦恋，
事实证明人间有真情、人间有
真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