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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9 月 29
日发布全国各地区月最低工资标
准，截至9月 28日，全国各地区月最
低工资标准中，深圳以每月 2030 元
跃居首位；上海以 2020 元位列次
席；广东以 1895 元排名第三。而月
最低工资标准垫底的黑龙江，每月
最低工资标准仅为 1160 元，而这一
标准自 2012 年 12 月 1日起实行，之
后便未作调整。
（相关新闻见今日本报A02版）

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大部分省份

对最低工资标准进行一定上调，这显然
是让人欣喜的。但总体上看来，当下各
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依然有点低，上调
的幅度还可以再大一点。

理由有三：一是在全国目前的物价
水平下，最低工资标准已经很难保障居
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北京市为例，市
区房价数万元一平方米的情况并不少
见，但最低工资标准只有1720元。一些
在最低工资标准线的劳动者，每月拿着
不到2000元收入在北京生活，压力可想
而知。

二是与平均工资相比，最低工资标
准实在是太低。比如此前统计部门发
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城镇职工
平均工资 49969 元，也就是每月 4164
元。但在黑龙江，每月最低工资标准仅
为 1160 元，与平均工资差了整整 3004
元。再以上海市为例，2014年上海平均
工资7214元，但调整之后，2015年的上
海最低工资标准不过区区2020元，两者
之间相差5194元。

三是目前大幅提高劳动者收入是
国家发展的需要，是收入分配改革的必

须，也是平衡收入差距的需要。而提高
最低工资标准保证收入，特别是劳动收
入无疑是收入分配改革的第一步，是

“提低、扩中、限高”的居民收入增长机
制的基础内容之一。

最低工资标准是劳动者的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它除了保障基本生活、
维持生存之外，必须要有所节余，让
劳动者有储蓄。因此，最低工资标准
还可以再高点，各地的调整幅度也不
妨再大一些。
□刘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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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缴学费打折背后有何猫腻
“新入学硕士研究生，缴清学制

期学费，享受全款九五折优惠。”近
日，中国青年报记者接到匿名爆料
称，黑龙江某高校有这一关于预缴
学费打折的政策。据该爆料人称，
因为预缴折扣率较大，很多新入学
硕士研究生都预缴了学费。该校为
一所公立的省部共建综合性大学。
(9月 29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说部分学生交不起学费，那么
也有奖学金、助学金，以及助学贷款等
渠道帮扶。学校应该在这方面多下功
夫帮助学生，而不是用打折刺激的办
法，搞交学费比赛。毕竟，学校是教育
机构，一味地搞“交学费促销”，难免误
导学生。学校若一味醉心于此，很难说
没有学费之外的目的。

首先，要提的一个疑问是，在黑龙
江某高校超乎寻常的举动背后，是否存
在一种财务危机？其次，要说的是，作为

当地主管该校的行政部门，对此有无了
解？一个牵涉到招生收取学费的重要政
策，其出笼又是否得到相关部门的许
可？预缴学费打折，应该由谁来承担责
任？需要相关部门的介入并给出答案。

而更重要的问题是，预缴学费打折
表面对学生有利，但只是眼前之利。其
突兀的行为，却昭示着另一种不寻常。
因为所谓预缴学费打折，针对的是“新
入学硕士研究生”，放眼国内名校，有几
个高校的研究生入学，会搞学费打折？
预缴学费打九五折的背后是这所高校
的不自信。很可能是该高校为确保研
究生入学，只有制定政策，吸引学生先
行缴费、保证生源。而从实际来说，这
无异于“饮鸩止渴”。收上了学费，坏了
学校名声。

预缴学费打折是一面镜子，清楚地
照清了黑龙江某高校扭曲的招生现
实。对他们而言，学费打折不该付诸实

践，更该做的是，如何提高学校办学质
量，如何拓宽学生帮扶渠道，让学校留得
住人，让贫困学生交得起学费。毕竟，学
校的生命力是建立在教育质量的基础上

的。与其靠一些预缴学费打折的小花
招，留住“门徒”，不如弯下身来，思考怎
样建设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学校。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王聃：重视男孩问题有着相
当的必要性。但无需将这种问题拔
高到危机的“层面”，更无需对其进
行强行的“纠偏”。直面校园里的

“男孩问题”，需要的是对其理性认
识，然后恰当引导，或者是让时间来
改变一切。动辄要对其开课，要在
短期内解决“男孩问题”，有些急功
近利。

@童克震：短 短 的 校 园“ 男
孩教育”顶多教男孩“硬气点”，
至 于 如 何 具 有 男 子 汉 的 硬 力 ，
如 何 拥 有 海 纳 百 川 的 胸 怀 、如
何 有 钢 铁 般 的 意 志 ，这 都 不 是
简单的“男孩教育”能够教育出
来的。

中学想用“男孩教育”培养顶天
立地的男子汉，只是“美丽谎言”。

南京师大附中新城初中近日举行十年校庆，最引人关注的是该
校进行的“男孩论坛”。学校调查显示，男生的考试平均分比女生要
差一截，而男生近年来的体质也在不断下降，2014年初中男生 1000
米平均成绩竟然比2011年慢了近1分钟！新城初中拟正式启动“男
孩教育”，计划开发系列男孩课程和活动帮助男生成长与发展。在
军训中锻炼男生坚毅和超越自我的品质，在运动会中培养男生坚强
的毅力、强健的体魄。（9月29日《现代快报》）

男子汉需要“男孩教育”来培育吗？

@房清江：男孩阳刚更是男孩
性格的培养，并不完全是学校教
育的责任，其形成取决于社会的
整体氛围。对此，家庭以及全社
会都应该给予充分的重视。一方
面社会要有鲜明的性别特点倡导导
向，另一方面家庭也要有针对性地
培养孩子。

@汪昌莲：中学男生还处在心
智尚未成熟时期，学校有针对性地
对他们进行外部形象和言行举止的
培养，引导他们完成健康、阳光的形
象塑造和朴素、洁净的生活习惯，这
是值得肯定的。但家长也要注意自
身的责任，注重通过家庭教育培育
孩子。

“男孩教育”应因势利导

学校尽责外还需多方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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