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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河晨报

学生“骂”老师

被迫登报道歉

当事老师称为了维护尊严

当地教育局已解聘该老师

“梁老师，我是

××

楠，我在这里为我做的事

向您道歉，我知道我伤害了您，请您一定要原谅

我。 ”12 日一早，这封出现在报纸上的道歉信让

不少读者颇觉纳闷：这名叫

××

楠（以下简称小

楠）的人做了什么不可以原谅的事，竟要登报道

歉？ 这封道歉信的背后藏着什么故事？

记者多方采访， 得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答

案：因为小楠与同学说话间随口说了邻班梁老师

一句“彪子”（大连方言，有傻子之意），被梁老师

要求道歉。 事情曝光后，大连市甘井子区教育局

迅速展开调查，目前当事梁老师被解聘，并被扣

除全年校内津贴。

起因

学生闲聊“骂”老师“彪子”

记者看到，“道歉信” 刊发在报纸分类信息

中，不过 1/4 名片大小，寥寥数语。 知情人表示，

小楠的父母也是委曲求全，希望息事宁人，才被

迫按照老师的意思， 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份道歉

信。

据其介绍，小楠的父母是吉林来大连打工人

员。 3 年前，一家人来到大连后，小楠就在革镇堡

附近棋盘小学上学。孩子此前在老家耽误了几年

学习，如今虽已 15 岁，但还在读小学 6 年级。

至于登报道歉的原因，该知情人表示，近一

个月前，学校要收费，一个班级收了 30 元钱，另

一个班级收了 30.5 元。 晚上放学时，小楠和另一

个班级的同学聊天，无意间说起两个班收费不一

样。小楠随口就说了一句：“你们老师是彪子。”没

想到，孩子这句话正好被该班的梁老师听到了。

经过

学生错过了两周道歉期

知情人表示， 事后小楠曾向其家人表示，自

己曾向梁老师道歉，却没有获得老师的原谅。 小

楠父母是在两周后才知道发生此事的。小楠的班

主任老师通知了小楠的母亲。当时班主任老师表

示，梁老师给了小楠两周时间，除了让孩子“真

心”向他道歉外，还需要请家长。小楠可能怕父母

生气，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所以一直没

跟父母说。

小楠母亲知道此事后，立刻赶到学校与梁老

师沟通。 梁老师表示，已经给了小楠两周时间主

动道歉，小楠没这么做，证明对老师非常不尊重。

现在家长来了也不行， 必须登报道歉解决此事。

“父母觉得小楠毕竟是孩子， 一句玩笑话不至于

大动干戈，还曾跟梁老师恳求，能不能由家长带

着小楠在全校师生面前进行检讨，但没获得老师

同意。 ”无奈之下，家长在 12 日花了 260 元在报

纸上登了一封道歉信。

老师

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

“小楠父母看孩子还有半年就毕业了，怕孩

子在学校受到歧视和委屈， 所以只能息事宁人，

选择在报纸上道歉。 ”知情人称，小楠在学校学习

成绩一般，有时也很调皮，家长很担心此事闹大

了，对小楠不利，所以并不愿意对外讲此事。

记者与梁老师取得联系。对于小楠登报道歉

一事，梁老师表示，确实是因为小楠骂了他，他才

让小楠父母通过登报向他道歉的。他称小楠骂他

时，很多学生都听见了，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小

楠必须道歉。 如果让小楠在全校公开道歉，又怕

小楠的班主任脸面上挂不住， 而道歉又是必须

的，那么只能登报了。

进展

当事老师被教育局解聘

大连市甘井子区教育局 13 日见到媒体报道

后，迅速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与媒体

报道符合。

甘井子区教育局做出了处理意见：对棋盘小

学、该校校长及此学生的班主任进行全区通报批

评， 并由相关责任方向当事学生及家长道歉；扣

除梁老师全年校内津贴；依据《大连市事业单位

聘用合同规定》解除梁老师聘用合同，并履行相

关手续。

大连市甘井子区教育局同时表示，将以此事

为鉴，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师德大讨论，加强对教

师师德教育和警示教育，也欢迎社会各界对学校

进行监督。 （据《钱江晚报》）

公款消费撑腰

高档白酒价格耍“酒疯”

专家建议征暴利税

高档白酒的风向标无疑是作为中国

“白酒之王”的茅台。 去年底，茅台曾宣布

“限价令”———每瓶 53 度飞天茅台零售限

价 959 元。 然而，今年以来，茅台酒价格一

涨再涨，零售价翻了一番，且供应紧张。

在合肥市长江东路漕冲批发市场内

的茅台代理店，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 53

度飞天茅台价格已卖到了 1800 多元一

瓶，“已经没货了， 什么时候来货还不好

讲，价格肯定要涨，估计要突破 2000 元。 ”

涨幅惊人的还有国窖 1573。 泸州老

窖集团日前宣布把国窖 1573 的出厂价上

调至 889 元，与涨价前的终端零售价基本

持平；终端零售价则涨至近 1400 元，涨幅

达 40

％

。

高档白酒不仅在疯狂涨价，且存在许

多让人难以理解的“怪象”。

其一，一店一价，相差悬殊。 同样一瓶

茅台酒，在不同商店价格差别很大。 记者

在上海南京东路一条街上看到，相距几百

米的不同商店，同一瓶酒价格相差三四百

元，完全没谱。

其二，该卖的不卖，不该卖的乱卖。 记

者在上海走访了一些茅台专卖店，里面布

置豪华，但见不到什么顾客，因为“限价”

茅台根本没得卖。 专卖店没酒，而很多网

站、烟酒行却卖得很活跃。

其三， 季节性涨价变成四季都涨价。

往年每逢春节等重要节日，高档白酒会涨

价，但今年白酒共经历了四轮涨价，“淡季

不淡”， 春节过后不但没有像往年一样价

格回落，反而继续上涨；甚至本不该是涨

价季节的夏季，白酒照样价格上行。

其四，涨价产生连锁效应，酒厂纷纷

以贵为荣。 只要茅台一提价，其他品牌也

会纷纷跟着涨价，生怕自己“掉队”。 一些

原本生产中档白酒的厂家，也在努力挤进

高档之列。

高档白酒价格一路飙升， 想涨就涨，

究竟哪来的底气？

面对消费者和社会各方的质疑，几乎

所有厂家都把调价原因归结为企业成本

上升：农产品涨价、人工开支增加以及严

格征收消费税等因素，使白酒厂商成本有

所增加，成本压力导致价格上调。

然而， 贵州茅台发布的财务数据显

示，今年 1 至 9 月，该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136.4 亿元， 同比增长 46.3

％

； 利润总额

92.8 亿元，同比增长 57.4

％

；利润率高达

68

％

。

“农产品涨价、人工开支增加和税收

等因素， 的确使白酒厂商成本有所增加，

但部分知名高档白酒的价格一年来已接

近翻番，这绝不是成本增加能解释的。 ”安

徽一家酒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高档白

酒每斤生产成本一般不到 100 元。 ”越是

高档白酒，原材料等成本所占比重越小。

业内人士指出，通过涨价手段获取更

高利润，已经成为高档白酒行业的惯用手

法，其背后有着多重推力。

一是炫耀性消费需求让涨价有机可

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孙立坚说，近

年来高档白酒价格暴涨，一个重要原因是

国内高收入群体形成，体现身份的奢侈品

消费形成了这种奇特的“刚性需求”。

北京市一家设计集团的副总建筑师

对记者说，年终是加强客户沟通的重要时

刻。“你的客户点名要这个，你能不买吗？ ”

二是流通环节多，层层加价严重。 一

位白酒经销商透露，目前茅台等高档白酒

进入最终的零售渠道，一般要经过四级代

理，每一级代理至少都会加价 15

％

，有的

甚至更多。

三是市场炒作推波助澜。 长期跟踪研

究白酒行业变化的申银万国研究所分析

师童驯认为，由于高档白酒具有一定的垄

断性，不排除一些企业通过控制产量和出

货量等方法， 人为加剧产品的稀缺性，以

赚取更高利润。

“现在囤积倒卖名酒非常赚钱。 比如

茅台，去年一瓶 1100 元，今年 2000 元，涨

了近一倍 。 卖酒 ，赚钱 ；卖不掉 ，赚得更

多。 ”合肥市一位从事烟酒销售的业内人

士对记者说。

管住公款消费

方是治本之策

一项针对四川泸州 、

宜宾和贵州遵义三地高

端白酒产业发展的课题

组报告显示，高端白酒所

占比重不到整个白酒销

量的 1

％

， 但是销售额却

占到了 20

％

左右。 目前，

国内高端白酒的年销量

超过 3 万千升，其中七成

市场份额为四川五粮液

和贵州茅台等所占领。

为何高档白酒市场

如此巨大？ 究竟是谁在喝

这些天价酒？

“这些酒买的人不

喝，喝的人不买。 ”北京城

南一家名酒卖场的销售

人员对记者说，买高档白

酒的主要是机关、国企等

团体客户，他们对白酒价

格不敏感，卖多少钱都一

样会买。

安徽中部某县政府

机关从事接待工作的人

员透露，这几年该县接待

经费从过去的几十万元

增加到现在的数百万元。

“有的领导把喝什么酒看

成是对自己的重视程度 。

茅台等高档酒我们每年

会专门购买，以备重要接

待使用。 这也是这几年接

待费用不断攀升的重要

原因。 ”

白酒价格猛涨还“惊

动”了国家发改委。今年国

家发改委曾两次召开白酒

价格座谈会， 要求白酒企

业稳定价格、加强自律。

北京大学社会发展

研究所教授王文章认为，

白酒企业对产品有自由

定价权，但政府可以采取

多种措施理顺高档白酒

价格。

“政府不能管产品定

价 ， 但可以影响市场需

求；不能控制普通消费者

的需求，但可以管公务消

费。 ”王文章说，“既然政

府可以限定公车采购价

格不得超过 18 万元 ，为

什么不能给公务接待用

酒设定一个上限 ， 比如

500 元呢？ ”

业内专家建议 ，在引

导消费者理性消费的同

时， 针对高档白酒的暴

利，政府还可以考虑出台

“暴利税”，促使厂家合理

定价；此外 ，还应进一步

规范高档白酒流通市场 ，

防止商家层层加码恶意

炒作。 （据新华社电）

以贵为荣 “怪象”丛生

想涨就涨 底气何来

高档白酒近年来涨幅之大、利润之高，也许只有房

地产业堪与媲美。

一瓶普通的 53 度飞天茅台， 三四年前尚不过五六

百元， 如今市场价竟高达 2000 元左右； 五粮液、 国窖

1573 等高档白酒也闻风而动，身价日增。

业内专家认为， 高档白酒敢于肆无忌惮地涨价，很

大一部分原因是公款消费致使市场对价格不敏感；只有

严控公款吃喝风，才能真正防止高档白酒乱涨价。

重庆一酒类经销店在售的“五粮液 1618”售价高达 1399 元。 新华社记者 李健 摄

核

心

提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