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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京华时报》报道，渤海溢油事件

已发生两个多月，8 月 7 日是国家海洋

局要求的完成海底油污清理工作的时

限，但康菲公司未能按期完成海底油污

清理工作。 海洋局再次提出 8 月 31 日

完成清污时限。 康菲表示，未预料到油

污漂移，将按照海洋局要求完成清污。

@《北京晚报》：油污太不听话了。

据《京华时报》报道，近日，山西醋

产业协会副会长王建忠称陈醋 95%为

勾兑。 8 月 7 日，他再次回应“陈醋 95%

为勾兑” 属误读， 目前市场上的陈醋

95%放添加剂， 但在国家允许范围内。

山西醋协表示已责令王建忠辞去副会

长之职。

@ 张丽：酸倒。

据本报今日 8 版报道：2010 年，江

苏常州 3 名市民因被指 2009 年去北京

上访不购买公交车票， 先后被送劳教 1

年。3 人不服，分别起诉当地劳教部门非

法劳教，一审和二审均败诉。 法律专家

称常州警方涉嫌滥用职权。

@ 张丽：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据新华社报道，河南桐柏县鑫鑫矿

业公司大规模非法偷采铁矿，5 月 30

日，桐柏固县镇 5 名执法人员还遭该公

司十多人围殴，导致两人轻伤，其中一

人头部受伤昏迷两周。 目前，这家企业

仍在夜间盗采，而国土部门负责人称巡

查没有发现问题。

@《北京晚报》：专挑白天查。

据《北京晨报》报道，近日有网友微

博发文称，因为北京各大医院手术用血

紧张，医院要求患者手术前其家属自行

定量献血才给病人配血。 对此，相关医

院负责人表示医院只是“提倡鼓励”，并

非强制。 但在血库告急的大背景下，现

在即便是有献血证的患者家属，在救急

的时候也难以享受到献血时被告知的

“还血政策”。

@《北京晚报》：抽出去的血，泼出

去的水。

据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报道，湖南教

育厅新闻中心主任李让恒接受采访时，

被问到有学生专升本时被迫捐 1 万元，

李让恒力挺高校乱收费，称 1 万元钱不

算大事，不是很大的新闻。

@《北京晚报》：李主任自己恐怕要

成很大的新闻了。

□

韩浩月

一位当了 15 年教师的人日前在网上发帖，

称现在成绩好的孩子越来越偏向富裕家庭，“这

个时代寒门难出贵子！ ”发帖教师直言，“寒门学

子输在了教育起跑线上”。 该帖在网上点击率已

有 40 多万次。（8 月 8 日《长江商报》）

在师资方面，大量优秀人才的流失，让寒门

子弟承受着不公平。 作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

重要体现，教师资源的匮乏、教师生存环境的恶

劣，让农村以及偏远地区的孩子，站到了比城里

孩子低得多的起跑线上。 据《国家教育督导报告

2008》提供的数字显示，艰苦地区有 92.5%的校

长反映 35 岁及以下青年教师流失， 其中 74.6%

的校长反映主要流失的是骨干教师。《报告》分

析这些教师流失的原因是，“待遇低、 生活条件

差、工作环境艰苦、个人发展机会少。 ”

即便寒门子弟埋头苦读， 大学之门也并非

向他们公平地敞开。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高

校收费改革，到 1996 年左右并轨时，全国平均

收费标准年均约为 500 元；到 2005 年，收费即飙

升到 5000 元左右，10 年涨了 10 倍。 近几年涨幅

渐缓，但每年上万元学费的大学屡见不鲜，对穷

苦家庭的学生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很大的数字。

进入北大、清华，“寒门贵子”会愈加显现出

其励志功用， 而如今非重点中学的学子想进入

这样的名校也非易事。 比如，全国那么多中学，

为什么只有少数重点中学才有推荐资格？ 校长

实名推荐的理由，为何出现大量类似“综合成绩

优秀”这样的笼统用语？

对“寒门出贵子”最直白的理解是，“越穷的

人家越容易出人才”。 这个观点强调的是穷人的

孩子知道自己的身份， 懂得知识是改变命运的

唯一途径。 用感性的角度理解，这个观点是成立

的，理性一些看，它却不符合常识。 什么是常识？

在努力程度近似、智慧相同的条件下，名师名校

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贵子”的几率，显然要大

于穷困学生。 穷困学生唯一的“武器”，是借助教

育的公平与公正实现翻身，但这个“武器”，在他

们接受基础教育时就被打折了。

“重点高校，中产家庭、官员、公务员子女则

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 17 倍。 ”这个现实

背后， 隐藏着多少寒门子弟的无奈、 悲观与失

望。 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展开了实力悬殊的闯

关，但从求学到升学，从毕业到就职，中间无数

道关口，任何一道都可能让他们梦碎。 在这个背

景下，就不难明白，教育的公平和公正，有着多

么沉甸甸的分量。

寒门出贵子，要闯多少关？

“日本开拓团”碑墙后事远未厘清

□

侯江

黑龙江方正县“日本开拓团”民亡者名录碑

墙终于被拆了， 想来绝大多数国人会长出一口

气， 体会到眼中少了根钉、 肉里拔出根刺的快

感。 拆一面墙，花不了几个小时的时间，也用不

了多少人力。 如今，名录墙的“遗址”处一片狼

藉， 相信用不了多久这些建筑垃圾也会被清理

得干干净净， 仿佛这堵墙从来没有被建起来过

一样。 但是，墙的后事，想来没那么简单。

如果有人觉得墙被拆掉了便完事大吉，那

么，这堵墙不仅白建了，也白拆了，还不如留在

那里，作为反面教材耻辱墙，永远警醒国人，“亡

国灭种”也许不仅仅体现为国土的沦丧！ 卖国利

己意识得不到控制，精神上的“亡国灭种”也许

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如今，墙确实是拆了（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

墙被泼漆后可能拆掉重建 ， 但可能性应该不

大），耻辱墙只能立在国人心中了。 但事情绝对

还没有完。 不把后事厘清，没法向全国同胞甚至

子子孙孙交代。

墙被砸掉了， 算是勉勉强强给了全国人民

一个比较合理的交代。 如果没有及时处理，让一

些人的情绪主宰了理性， 偏激和混乱也就一定

能战胜秩序。 那当然更是一种令亲者痛仇者快

的局面，是全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 于是，清

醒的公众依然期待，“上级有关部门” 首先能出

面作出合理的解释、 因自己对所辖地区的监管

不力而诚恳道歉。

经济问题也不得不查。 媒体报道中提到，此

碑墙最初报道是 70 万元建造，后来当地政府称

是 50 万元建造。 里外里差出 20 万元的账，究竟

是建造时节约了开支呢， 还是有人暗度陈仓了

呢？ 20 万元在如今贪腐横行的现实背景下确实

显得微不足道， 但这很有可能是全国人民因墙

而生的伤口上，撒上的那一把盐。

其次，若建墙确实花了 50 万元，现在这 50

万元纳税人的血汗也已经化为齑粉。 这份责任

谁来承担？ 花国家的钱伤民族之魂，怎么说也不

能不明不白地混将过去或者仅仅是罚酒三杯

吧？

无利不起早，无利不垒墙。 花这笔小钱是为

了讨得欢心，是为了得到青睐以及投资。 媒体还

报道过，为求吸引日商投资，该县还投资 1500 万

为开拓团拍电视剧立传， 规定街头牌匾必须标

有日文，不服从的要罚 5000 元。 这些事，是不是

也应该归为墙之后事一并处理呢？ 否则，拆了东

墙补西墙，牌匾照挂电视照拍，奴颜奴性等于丝

毫未改。 如若任其发展，类似的“中国式碑剧”，

肯定会发展成为长篇连续剧， 甚至可能会出现

跟风者。 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不用多说，

大家也都能明白。

@ 周士君： 岳父接到单位通知，明

天拿身份证到市行政服务中心“验明正

身”。 一向糊涂且忍让的他，这次忍不住

破口大骂！ 也难怪，这不是分明怀疑一

个八十多的老人是否活着吗 ？ 公权力

呀，你何时才能放下你这无情而傲慢的

身段呢？ 即便存在“骗保”现象，又有几

桩不是“内部人作案”？

@ 米醋畅：天津站出站口。 一位女

乘客车票丢失，工作人员拒绝她出站并

要求补票。 女乘客问：我实名买的票，身

份证也在， 你一查不就知道我是否逃

票？工作人员：实名制不是这作用。争吵

还在继续。 只想问一句：实名制到底啥

作用？

是“街净哥”

更是公民

□

曹林

在河南商丘顺天小区附近的马路

上，5 个月来，在清晨，总有一个 50 多岁

的男子携妻子以捡垃圾的方式晨练。 这

件事被传到网络之后， 该男子被亲切地

称为“街净哥”。 可当发现这位“街净哥”

竟是当地城管局副局长时， 一些网友的

态度发生了变化，“作秀” 的质疑涌向了

他。（8 月 8 日《中国青年报》）

这似乎已成为舆论规律， 只要官员

做了好事， 无论什么官员， 无论什么好

事，都会招来“作秀”的质疑。 其实，即使

真是“作秀”，也并不是坏事。 如果在捡垃

圾问题上，每个官员都这么作秀，每个市

民也跟着作秀，那对城市卫生是大好事。

“秀” 是引领潮流和提起议程的方式，这

样的作秀实在是多多益善。

不过，这位副局长晨练时捡垃圾，看

起来并没有作秀的意思。 他并没像一些

官员那样，为表现自己“不坐公车而低碳

步行上班”，弄得场面很大，又是众多下

属跟随，又是记者跟访跟拍，又是网络直

播———怕没人知道这是领导。 而这位副

局长没这么高调， 一直以来低调地坚持

这么做，他没宣扬自己的身份和行为，也

没人知道他， 后来引起清洁工和晨练者

的注意，有市民将其照片传到网上后，才

被认出身份。 这样的低调，无关作秀。

在被认出身份前， 网友热情地赞美

这位坚持晨练时捡垃圾的市民， 亲切称

其为“街净哥”，盛赞他的公民美德；当发

现他是官员时， 一些人的态度立刻发生

了变化。 这种不友好的态度可以理解，但

不一定理性， 为什么不能超越对其职务

和身份的关注，别把他当做一个官员，而

仍把这位捡垃圾的人当做一位公民呢？

他在捡垃圾时，没以官员的身份捡，

而是在履行公民的义务， 尽公民的公共

责任。 他是一个城管局副局长，更是一个

公民， 一个对身处的城市负有环保责任

的公民。 这样的好公民，应受到尊重。

现代社会反对特权， 崇尚公民的身

份平等，可很多时候，舆论也在习惯性地

带着有色眼镜区分人的身份， 过于执著

关注一个人的身份， 即使这种身份与其

所做之事毫无关系：平民做了一件好事，

就大大地赞美，官员做同样的事，美誉度

就大打折扣，甚至受到很多苛责。

我不赞成媒体像揭示一个秘密那

样，探寻这位捡垃圾者的身份。 默默地在

远处观望着他晨练时捡垃圾的身影 ，默

默地向他学习，跟随着他去捡垃圾，这将

是多么美丽的街景。 过于关注身份，一阵

对身份的新闻消费之后， 最后也许什么

都没留下。

■

有人怀疑官员会不会无私地做好

事， 甚至不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自己

身边，并不能怪群众疑心重。 只能说，如

今许多官员的言行难以令群众满意。

■

老百姓对官员也要褒贬严明 ，官

员干了好事，也不妨给予赞扬的掌声。

■

就算是作秀， 能坚持 5 个月也不

容易，比那些艳照官员好多啦！ 顶。

@ 网络微评 @

寒门难出贵子亦非豪门之福

□

戎国强

多年前， 李昌平上书朱镕基总理时说：“农

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近日，读了若

干关于教育公平问题的报道， 不由自主地模仿

李昌平的话来造句：“农村孩子真可怜、 农村教

育真穷、教育真危险”。

来自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的学生相处，所带

来的人文多样性，能够激发受教育者的创造力，

同时这也是教育活力的来源。 为社会提供价值

引领与智力资源，是教育的使命。 据了解，美国

的大学在招生上遵循的主要是精英选拔的原

则，但同时还有两个重要价值尺度，一是保障教

育公平，补偿弱势群体；二是文化多元化。 哈佛

大学曾录取过一个叫 Liz� Murray 的纽约流浪

女。 几年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录取了一名 48

岁的流浪汉、退役军人迪威特，毕业时，他代表

全体毕业生上台致辞。

除了为社会培养人才之外， 教育还有社会

稳定器的作用。 教育为社会各个阶层的后代提

供向上的能力、机会和通道，实现各阶层、各类

人群在社会资源占有等方方面面的均衡或者说

公平，为社会稳定提供了保证。 社会不公，首先

体现为财富或利益分配不公， 更深层次的是资

源占有不公，而教育资源关乎社会未来，教育资

源占有的不公， 意味着不但今天的不公平得不

到纠正，而且不公平还将延续到明天，且有可能

更加严重。 这样，不但是教育走上了一条错误的

道路， 还将社会引向危险的境地。“富二代”和

“贫二代”分别成为两个不同境遇的人群的专用

名词，反映了贫富分化的代际延续，是社会断裂

的固化，这是很多社会问题产生、恶化的温床。

换句话说，“寒门难出贵子”， 对富家豪门，

也不是什么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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