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常德市二中高三年级的
学生家长收到“高三家长委员会”的
通知，声称每位学生要交 1100 元
钱，做“慰问高三老师”之用，部分家
长表示不解。14日，该校校长表示
这是家长委员会的行为，与学校毫
无关系，学校不会接受。
（据《京华时报》）

早在2006年就有媒体报道，一
些学校的家长委员会沦为“收费
委员会”。因此，常德这所中学的

“高三家长委员会”此次难逃收费
委员会的嫌疑。有家长质疑，这
是学校的意思还是家长委员会的
意思？我们知道对于有偿补课、

给教师送礼，不少家长颇有怨言，
哪怕私下多么的怨声载道，在学
校和教师面前依然温和客气，但

“家长委员会”这样的民间机构，
本该尊重全体家长意愿，对学校
起 到 监 督 作 用 ，成 为“ 监 督 委 员
会”，而不是去组织送礼。

当然，此次慰问事件据说与校
方没有任何关系，的确是家长委员
会自己一番好意，但一方面从家长
的反应来看，有自作主张之嫌，与其
他家长缺乏相应的沟通。另外，教
育部门三令五申禁止有偿补课，家
长们主动慰问，则是变相配合和鼓
励，这既有违相关规定的精神，也有

主动讨好校方之嫌，缺乏家长委员
会应有的独立性。

家长委员会的宗旨是，坚持家
校沟通与合作，让家长充分参与学
校管理，有效体现家长对学校教育
教学工作的知情权、评议权、参与权
和监督权，也即是说，家长委员会与
学校，既是合作关系更有监督的责
任，显然没有主动缴费的义务。而
会出现如此局面，和家长的弱势不
无关系。

所以，对于此事，叫停之外，怎
样畅通监督渠道，让家长委员会真
正发挥作用，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亟
待提上议程。□毛忠斌

与老同学们聚餐，本是件高兴
的事，但菜还没上齐，人却跑了一
半，其余的人则边吃边沉默。这是
咋回事？最近，重庆市的宋樵与几
位同学参加了一顿尴尬的饭局。酒
席由前不久才办完婚礼的新郎裴同
学发起，受邀参加的4位同学都是当
天没去参加也漏送礼金的……
（据《重庆晚报》）

首先，新闻中裴某在热衷于给
老同学补上送礼金的机会时，其实
也该想到，世界那么大，自己并非举
足轻重之人，理解一部分不送礼金
的老同学，更利于树立更加健康的
人际关系，融洽生活。

其次，结婚是人生大事，有老同

学们的祝福，自然令人开心。但不
是每一个老同学都有义务送礼金。
当我们设宴等待老同学送礼金时，
有没有想过那些漏送礼金者可能面
临的生活压力？如果说同学的确有
这样的困难，我们还去找机会让人
家凸显出来，又何尝不是情义上的
一种失分？

曾几何时，礼的含义只是来自
友人的单纯关怀。比如古人就有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的说
法。就“最尴尬晚宴”而言，新郎裴
同学婚宴上，那些“没去参加也漏送
礼金的”老同学，如果真的和新郎官
关系很好，的确有些“不够朋友”。
考虑到婚宴随礼的风气，即使这些

“没去参加也漏送礼金的”老同学只
是带去一份薄薄的祝福，也很难获
得认同。

有鉴于此，透过“最尴尬晚宴”
事件，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个体在所
谓礼金文化面前的挣扎。对每一个
个体而言，要礼金还是要老同学，不
该是一个泾渭分明的选择题。而对
那些热衷于清点来了多少老同学，
又有多少人送礼金的婚宴举办者而
言，实在应提升一点情商。毕竟，人
与人交往，有个亲疏远近，与其把窗
户纸捅破，让自己更尴尬，不如留一
份余地给对方，让时间沉淀出友情
的含金量。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设饭局补礼金，尴尬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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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上的“导厕图”
你支持吗？

近日，网友“嗯－是zt啊”在微博
上大赞福建省福州市111路公交车司
机制作沿途公厕位置图并贴在车厢内
的做法，建议其他公交车能效仿。该
网友还调皮地称：“以前都是坐车想上
厕所，下车还要找好久厕所，现在有了
这个，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坐车想上
厕所了。”你怎么看？
（据《福州晚报》）

“导厕图”让公交车厢“会说话”

@胡勇俊：公交车厢本是冰冷的
铁皮，但是这张“导厕图”却赋予了它
文化气息，增加了温暖气氛，让车厢具
有灵性，甚至还会“说话”。

希望得到推广

@前溪：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
的，公交司机制作的“导厕图”有其局
限性。毕竟他做的只是一条线路附近
的公厕，坐这路公交车的乘客才能享
受到。希望更多的公交车能学习这种
做法，带给乘客更多方便。

@张兰军：陈宇峰的“导厕图”可
谓“小点子”，却能解决乘客方便的“大
问题”，其背后善于解决问题的思维值
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