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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该不该送礼？这是一个
绕不开的话题。一边是家长苦恼送
不送礼、送多少，一边是老师纠结收
不收礼、怎么办，各自有各自的为
难。家长苦恼、老师纠结，国人尊师
重教的传统，正演变成一道令人焦
虑的考题。（9 月 9 日《中国纪检监
察报》）

对于这个难题，福州铜盘中心小学
的老师们给出了一个最佳的答案。据9
月9日的《福州晚报》报道，该校老师要
求学生们不要送礼，要送的话就送一个
小视频“说爱我”。老师们觉得，他们在

不忘倡导尊师重教传统的同时，也是用
一种方式来拒绝“送礼之风”。

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小视
频，主意不错。当然，如果学生不会录
小视频，相信给老师发一条祝福的短
信也是一样的。对老师的敬意不需要
用物质来表达，这是该校老师们提出
这一要求的本意，也是教师节本来应
该有的样子。

更重要的是，过节给老师送祝福，
更符合教育和教师节的主题。录一段
小视频、发一条短信，学生在面对镜头、
遣词造句的同时也是一种能力的锻炼；

学生、家长、教师之间三方互动交流，祝
贺节日，这样的耳濡目染也远比一边骂
老师一边给老师选礼物更对孩子的成
长有益。

毋庸讳言，近年来学校里也有了社
会上的送礼之风，教师节经常会成为家
长“劫”，让家长们苦不堪言。造成这一
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个别教师利
用手中的职权寻租，大搞不正之风；另
一方面也是家长们的跟风心态使然，觉
得别人送了礼自己不送的话会让自己
的孩子吃亏。

其实一个老师面对教室里的几十

个学生讲课，不可能对送了礼的学生多
讲几句，对没送礼的学生则留一手。说
实话，在学校里，哪名学生的成绩最好，
绝对不是因为家长给老师送的礼最
多。老师没有那样的权力，也没有那样
的能力。

我们总是说校园是世界上最后一
片净土，不管是家长、社会还是教师自
己，都有责任保护这块净土不受社会上
那一套的污染。身为教师，真的好想告
诉家长们：挖空心思请客送礼没有必
要。想在教师节那天表达对老师的敬
意，一句祝福已经足够！ □刘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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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送礼不如送祝福

微话题

一
家
之
言

“非诚勿扰男”逆袭不是王子复仇记
4 年前参加《非诚勿扰》被某女

嘉宾质疑“你已经从上场到现在强
调了 11 次物质这个词，我是否可以
理解为，你曾经在这个上面吃过好
多的苦头”的小伙子郑钢，如今已成
为一名身家过亿的“职业金融投资
人”。在第 31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
郑钢回到母校常州市北郊高级中
学，捐出 500 万元，设立“郑钢师生
奖励基金”。对于大家关心的个人
问题，郑钢表示目前自己仍是单
身。（9月9日《现代快报》）

这是一个颇具金庸武侠色彩的故
事。原本是平凡的青年，遭遇姑娘讥讽
后，忽然在数年后习得“神功”，强势逆

袭。一如《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少
年时被江湖高手种种欺压，朱九真一家
甚至迫其跌落悬崖，但挫折反而成了财
富，偶遇老猿得秘籍，终在光明顶一战
重放光芒。但无论是武侠还是现实，梦
想实现的过程诚然艰难，但梦圆之后保
持平和之心更为不易。

在《非诚勿扰》节目上，郑钢曾被人
怀疑在物质上吃过苦头，其实也就是暗
讽他穷怕了。不过，在事业有成以后，
他并没有展现出某种暴发户的庸俗心
态上演王子复仇记。而是将一部分财
富回馈社会，捐给教育事业。相反，联
系前不久的一条新闻，湖南小伙中千
万，4年时间挥霍一空，可见在财富面前

不迷失自我也是一种可贵。
对正处于奋斗期的青年而言，郑

钢极具故事性的崛起，像是一部励志
大戏给人以角色代入之感，无疑是一
剂强心针，但需强调的是，沉迷于郑钢
的财富传奇，醉心于同样的逆袭却并
不是好事。因为每一个人的道路都不
一样，机遇也不一样，成就同样的故
事，复制几率极低。人们更该学习的
是郑钢的踏实，发挥自身长处，找准自
身的路。

世上有人梦想成真，也有人梦碎一
地。在郑钢传奇之外，我还曾读到过另
一种坚守。据《辽沈晚报》报道，一个名
叫李文宏的 40 多岁的文学青年，多年

啃老创作，却始终没有迎来光辉。既没
有如常人娶妻生子，也没有尽到一份应
尽的孝心，七旬父母还要打工养家，他
本人月收入仅有 300 元。当某电视节
目听说他的遭遇，让他上节目，并推荐
某文学网站主编给予其帮助，他淡然拒
绝之后，却沉醉于四处上节目制造所谓
的人气。这种另类的坚守与郑钢的成
功形成鲜明对比。而事实上，只有把这
两种故事放在一起读，我们才能读懂前
行的真谛，生活之真义不在于有没有逆
袭的远大理想，而在于正确认识自己，
既能坚持自身的追求，又不过分陶醉于
自身的幻想里。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然玉：此次景区门票价格专
项整治，即便是一种临时性的应急
举措，却也在两个方面给整个社会
以启示。一方面，抛出“成本监审”
的概念，无异于明确了景区经营的
伦理基础，那就是“收支平衡，合理
盈余”；另一方面，由中央部委牵头
治理，也提示我们，要超越地方利益
的掣肘，更多尝试以垂直化、简练化
的管理体系，倒逼门票定价的理性
回归！

@毛建国：遏制 景 区 门 票 涨
价就得“猛击一掌”。由此出发，

有关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多。比
如，有关方面对违规调价发出了
通报。不仅如此，还得责令有关
景区吐出违规所得，对其进行违
规惩罚。

@史洪举：解决逢节必涨，三年
必涨，一放就涨的混乱局面，势必重
构监管模式，使门票调价的利益主
体与监管主体分离，避免监管者选
择性失明。对市场型景区，可实行
监管下的市场化价格，对于资源型、
公共型景区则应收回调价权，由上
级部门统一行使。

8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旅游局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景区门票
价格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相关部委将从今年 9 月起开展为期一
年的门票价格专项整治工作，其间，对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
的景区，各地原则上不出台新的上调门票价格方案。通知强调，在
国庆等法定节假日期间，将加大旅游市场巡查力度。媒体记者调
查发现，近期多地景区门票价格上涨或者准备上涨，其中不乏违规
调价。（9月 9日《郑州晚报》）

遏制景区门票涨价，你想说什么？

@张枫逸：整治景区门票不能
止于限涨，而应理顺两个关系，引
导景区的发展回到健康轨道。其
一，理顺门票收入和衍生品收入
之间的关系。其二，理顺经营性
和公益性之间的关系。

@严辉文：旅游景点的公共性
并非要求完全放弃利益追求，恰恰
相反，把价格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

围内，更好地树立旅游景点的公共
形象，改变单纯的门票经济诉求，还
能让旅游业在更健康更持久发展的
同时，扩大旅游业的关联收益率。

@吴江：“一年内不得涨价”只
是摁下葫芦，要想让门票经济的

“瓢”不再浮起，其实更亟待摆脱“靠
景吃景”的景区运营模式，并完善其
成本分担机制。

遏制景区门票涨价就得“猛击一掌”

整治景区门票不能止于限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