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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奸犯潜逃 2 3 年

落网时已是千万富豪

据楚天都市报消息 8 月 20 日，

已身为千万富豪的朱春华，在湖北天门

公安局看守所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 8

月上旬， 他在吉林长春被警方抓获，随

后被天门警方押解回乡，至此，结束了

他长达 23年的逃亡生涯。

1989 年， 在天门蒋湖发生一起恶

性案件：5 名男青年将一名女子轮奸。

此后，只有张港柏台村 4 组村民朱春华

一人外逃。 1992年，朱春华逃到一家建

筑工地做小工。 一个偶然的机会，朱春

华结识了一位做翡翠生意的朋友，从此

走上了经营翡翠的道路。 朱春华很聪

明，生意也越做越大，他的生意伙伴从

长春市拓展到吉林省内多个城市，其资

产以千万元计。

2011 年，天门市公安局开始“清网

行动”，最终获得了朱春华已冒名“朱元

华”这一重要信息。今年，朱春华在机场

被民警抓获。

在鲍翅馆

一餐消费超 5 万元？

网友期待浙江余姚财政局

公布详单

8 月 21 日， 浙江省余姚市财政局

在一家饭馆的 5 万余元餐费转账支票

引发关注，网友认为财政局一次性消费

5 万元餐费，已超过政府接待的消费标

准。对此，余姚市财政局回应称，该费用

是 5月以来的接待 15 批次客人的累计

支付费用。

网友

财政局一餐消费 5万

8 月 20 日 21∶31，微博用户“宁波

大小事”发表博文称，浙江宁波余姚市

财政局在鲍翅馆一餐消费高达 54695

元，引发了广大网民关注。

微博图片显示，这张金额为 54695

元的支票抬头印有“宁波市财政国库集

中支付专用凭证”的字样，付款人全称

是“余姚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财政零余

额专户”，收款人为“余姚市城区环球鲍

翅馆”，在用途一栏后写着“051001 市

财政局餐费”。 支票上的时间显示是

2012年 8月 17日。

饭店

他们吃饭“没有点鲍翅”

8 月 21 日， 余姚市一位当地居民

介绍， 环球鲍翅馆就在财政局旁边 30

米处， 该饭店成为财政局的接待饭店。

但财政局也有自己的食堂，也常在食堂

安排接待任务。

8 月 21 日， 余姚市环球鲍翅馆一

名工作人员称，这 5 万余元是结两三个

月来的总账，并称财政局在该店的消费

一般是一桌在 1000 到 2000 元之间，一

桌差不多 10 人。“他们点的都是家常

菜，没有点鲍翅，一般不喝酒。 ”

该工作人员解释，每批次来客人数

不定，“有时候是一桌，有时候可能有好

几桌。 ”但该工作人员以保护客户隐私

为由，拒绝出示详细消费记录和菜单。

回应

余姚财政局系 15批次累计支付

8 月 21 日中午， 浙江省余姚市财

政局在网上公开回应称，该票据确实为

该局消费所用，但网络所传的“一次性

消费 5万元”的消息并不符合事实。 该

金额系 5月份以来，特别是在杨梅节期

间接待 15 批次来客的累计支付费用。

该微博中未透露接待人数和消费记录

等细节。

以此计算， 每批次接待费用都在

3600 元左右， 人均消费在 100 元 ~200

元之间。

8 月 21 日， 余姚市纪委的工作人

员称对此并不知情。针对网友提出的公

布菜单，余姚市外宣办的相关工作人员

表示，他们会和财政局协调，公布其详

细消费记录。 （据《新京报》）

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假”如这样———真“假”藏品对比展》中展览的部分赝品碎片（8 月 2 2 日摄）。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 摄

叫停赞助费，

应防“转嫁负担”

8 月中下旬， 幼儿园赞助费在一些城

市纷纷被叫停。 广州规定公办幼儿园不得

收取与入园挂钩的捐资助学费、 借读费、

赞助费；北京市近日决定，今年秋季开学

后，新调整的公办幼儿园收费也将取消赞

助费。

小小的幼儿园， 收费也存在“天壤之

别”。 记者在广州、北京等地采访了解到，机

关子弟入园每月只交四五百元保育费，而

非机关子弟仅一次性交纳的赞助费少则三

四万，多则五六万元。

某机关幼儿园园长告诉记者， 幼儿园

历史包袱重，财政投入主要用在“人头费”，

该园每年在编教师工资就要花掉千万余

元，日常运营则大部分出自赞助费。 叫停赞

助费后，幼儿园的基本运营经费“缺口”如

何弥补？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理事长、 南京师

范大学教授虞永平说， 取消赞助费和“摘

帽”不等于不补贴，公办幼儿园基本的经费

必须得到保障，财政不能完全“丢包袱”。

部分专家认为， 赞助费等各种与入学

挂钩的灰色收费被叫停值得倡导， 但也要

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防止其他名目的

收费及涨价导致“羊毛出在羊身上”。

以广州市的省级幼儿园为例， 保育费

标准从 270 元／月上升为 1050 元／月，涨

幅超 3倍。 在此次取消赞助费后，北京家长

每月需要交纳的总费用也将从原来的五六

百元提高到一千元左右。 专家认为，涨价可

以理解， 但要对公办园办学成本进行科学

核算； 非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者的成本分

摊比例不能过高。 应科学合理制定幼儿园

的收费标准，防止过度增加家长负担。

“摘帽”机关园 叫停赞助费 扶持民办园

———透视“入园难”三大“破题”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郑天虹 王晖余

突破“弹簧门”，

补齐民办园“短板”

由于公办幼儿园不足，不少大城

市的民办幼儿园发展迅速，有的甚至

占到总数的七成以上。但多数收费昂

贵，有的则属于“黑园”，“两极分化”

严重。

如何尽快补齐民办幼儿园“短

板”？ 6 月份，教育部出台《关于鼓励

和引导民间资金进入教育领域促进

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 天

津、广州等地也出台扶持政策，鼓励

民间资本参与学前教育。

此前，广州市财政拿出 1 亿元专

项经费， 采取竞争性分配的方式，资

助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享受财政资助

的民办幼儿园，前提是不允许向老百

姓高收费，收费标准略高于同等级公

办园。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广州的

“贵族” 民办幼儿园收费有的高达

6000元／月，省级示范性普惠性民办

幼儿园的收费为 1200元／月。

“应强调各级政府对学前教育投

入的责任，集中社会力量办园。”虞永

平说，加大对“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

财政资助， 加强对民办园的监管，确

保规范收费保证教育质量。

然而，目前包括民办幼儿园在内

的民办学校仍然面临“玻璃门”和“弹

簧门”。 比如一些地方的民办幼儿园

教师缺乏评定职称资格，一些税费标

准也高于公办幼儿园。 储朝晖说，在

政策制定过程中，应对公办学校和民

办学校一视同仁，鼓励民办幼儿园创

新发展。（新华社北京 8月 22日电）

“摘帽”机关园，

向特权说“不”

8 月 14 日， 备受诟病的机关幼儿园“封闭

性”问题，率先在广州突破。 广州市通过《深化实

施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工作方案》。 规定 2016

年前，广州市属机关幼儿园将逐年“摘帽”，向普

通家庭敞开，学位“与民共享”。

目前，广州有 35万名在园幼儿，每年大约有

10多万幼儿入园。 根据相关数据，2013 年，包括

机关幼儿园在内， 将至少有 9800 余公办学位会

拿来派位，比例约为十分之一。

此前，由于“封闭”且一直享受高额财政经费

保障，机关幼儿园问题已连续 8年成为广东省和

广州市“两会”抨击的焦点。数据显示，在 2012年

广州市部门预算中，8 所机关幼儿园获得的财政

预算资金高达 8349.82万元。

家长们反映，机关幼儿园满足机关子弟的入

学需求后，剩余学位的招生则是“暗箱操作”，普

通家庭子女“一位难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储朝晖说，机关幼儿园在享受高额财政经费

的同时，很少向社会敞开，优质幼儿园资源呈现

“特权化”。

“近万个学位，对于庞大的学前教育群体来

说，确实数量不大，但其意义在于‘公平’二字，要

透明操作。”广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江东表示。专家

认为，机关幼儿园向特权说“不”，将推动教育资

源均衡发展，有助于普及幼儿教育和促进教育公

平。 但是，以机关园为代表的公办园属于稀缺资

源，对于每年 10多万的入学幼儿来说，向社会开

放的公办学位名额仍是“杯水车薪”。

广州市某区教育局局长坦言，公办园数量少

而且过于集中， 虽然全体市民都可以参与抽签、

摇珠或电脑派位，但“僧多粥少”的问题还是无法

解决。 储朝晖认为，公办幼儿园要向“基本型”而

非“豪华型”发展，财政要加大对基本的公办幼儿

园补贴力度，增加学前教育资源“普惠性”。

秋季开学在即，幼儿园“入园难”问题再次引发关注。 近日，广州、北京等地频频“出招”，

“摘帽”机关幼儿园、叫停赞助费、扶持民办幼儿园……这一系列举措能否破解“入园难”？

核心提示

北京文物局：王刚所砸均是赝品

王刚主持的《天下收藏》栏目近

日“砸”出争议。有专家观看首都博物

馆展出的部分所砸赝品后，公开质疑

“大多是真品，且不乏珍品”。

8月 21日，北京市文物局委托北

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的 4 位专家，对

展出的 40 件被砸赝品进行了鉴定，

专家一致认为这些确为现代仿品。

“被砸瓷器为真品”

在北京电视台《天下收藏》栏目

中， 如经在场专家鉴定持宝人的瓷

器为假，在双方签署完协议后，主持

人王刚会挥起紫金锤将“赝品”砸

碎。

今年 5 月，首都博物馆和《天下

收藏》栏目组联合举办《“假”如这

样———真“假”藏品对比展》，从被

砸掉的 300 多件“赝品”瓷器中选择

了约 40 件， 同首博提供的 40 余件

（套）瓷器真品放在一起展览，意为

展示赝品与真品的差别， 警醒文物

爱好者谨慎收藏。

但近日，中国收藏家协会玉器收

藏委员会主任姚政在观展后，公开质

疑“王刚砸的不是赝品，而是真品。 ”

他说，已先后组织了五六批、共 30 多

名专家到首都博物馆看这些所谓的

“赝品”，大家都觉得有问题。 中国管

理科学研究学术委员会文物鉴定专

业委员会主任宁玉新则称，“赝品”百

分之九十以上是真品，而且三成是珍

品。 一时间，“王刚鉴宝错砸文物”等

质疑引发网络热议。

8月 21日下午，“北京发布”微博发布消息称：

近日，有网民质疑王刚在北京电视台“鉴宝”节目

中把真文物当成假的砸了。 北京市文物局对此事

高度重视， 立即请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专家

前往鉴定。 经对砸了的文物残品鉴定，所有被砸文

物都是假的。 北京市文物局表示欢迎广大网民监

督。

当日下午，4名北京市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张如

兰、王春诚、马希桂、李宗扬受市文物局委托来到首

博，对展出的 40件被砸赝品进行一一鉴定。

一名从事文博工作近四十年的专家表示，在

文物鉴定上存在学术的争论和个人看法， 并不是

说是绝对统一的，也是正常现象。 通过对首博展出

的被砸赝品进行各种对比和鉴定， 参与鉴定的 4

位专家一致认为这些确为赝品，绝非“九成以上为

真品”。 （据《新京报》）

4 位专家称绝非“九成以上为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