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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学， 学生家长

给孩子买了不少教辅资料，

但两个月过去了， 教辅书还

是新的，孩子基本没有翻看。

还有位家长花

300

多元给孩

子买的教辅书， 因内容和老

师实际讲课进度不一致而被

闲置，没有“用武之地”。（详

见本报

3

月

20

日

3

版《购买

欠理性，教辅资料多闲置》）

望子成龙的心理促使家

长在孩子学习上的投资从来

不打折扣。 每到开学时，家长

带孩子到书店买教辅书成了

书店一道别致的“风景”；还

有一些家长由于工作忙，顾

不得和孩子一起去购买教辅

书， 干脆直接给孩子几百元

钱让孩子自己买。

其实， 家长给孩子买教

辅书，并不是多多益善。 孩子

在校学习已然很累， 如果家

长再给孩子额外加码， 做其

他练习册、 看和上课内容联

系不大的教辅书， 无疑增加

孩子的负担。

学生也要根据自己的学

习情况有计划地购买教辅

书。 如果负担重、做不完，就

不要买， 尽量让每本教辅书

都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如果

草草翻看，或束之高阁，不仅

得不到应有的效果， 浪费了

时间，也是对金钱的浪费。 因

此对学习有用的教辅书，一

定要精读细做， 对课本知识

系统化梳理， 以此达到提高

学习成绩的效果。

买书时还要注意挑选，

教辅书很多， 只有适合自己

的才是最好的。 比如有人喜

欢做题，有人喜欢看讲解，还

有人喜欢看例题， 购买时要

根据学习兴趣来决定。 家长

和学生在选购教辅书时一定

要避免盲目性， 根据学生的

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购买，

特别是注意发现哪些知识掌

握得不够牢，有侧重地购买。

抓住孩子学习的薄弱环节，

在“软肋”上有针对性地买教

辅书， 既能吸引孩子多看多

学教辅材料，又收效大，教辅

书才真正有“用武之地”。

笔者也希望中小学校，

定期组织教辅书交换会，让

家长和学生共同参与， 既培

养学生的节约意识， 又让那

些“沉睡”的教辅书继续发挥

作用，从而避免资源浪费。

高考移民在我国是一个独

特的现象， 谴责和同情之声始

终此起彼伏。说到原因，许多人

把矛头指向现行的高考户籍制

度， 这一制度该不该取消也成

为今年“两会”的热门话题。 今

年伊始，天津“购房入户”新政

再次诱发舆论对高考移民问题

频繁发声（见本报系列报道《高

考迁徙鸟》）， 取消高考户籍限

制的呼声也更加高涨。 但有人

认为， 取消户籍限制无异于放

任高考移民， 必将造成更大的

不公， 因为户籍限制并非高考

移民现象产生的根源， 而是长

期“合理存在”的差异化高招制

度， 因此需要从宏观层面改革

高招制度， 至少应该调整目前

各地不均衡的招生名额。

纵观高考移民现象的来龙

去脉， 户籍藩篱固然应该被取

消， 这一点， 上海近期旨在打

破户籍坚冰的做法， 意义显然

要比天津“购房入户” 更加深

远。 户籍限制客观上削弱了处

在教育资源末端考生的权利，

使这些“高考洼地” 的考生从

一开始便处于劣势。 而高考移

民不仅代价沉重， 事实上更加

剧了高考体制的不公平。 在招

生规模总体不变的情况下 ，

“低分城市” 多一个移民考生，

当地考生就多一个竞争对手，

对移民考生而言， 这不过是把

自身的不公转嫁他人。 但是换

一个角度看， 如果高招体制相

对公平， 各省市招生名额、 录

取分数线相对均衡， 考生还有

移民的必要吗？

我国高考制度的不均衡源

于各省市文化、经济、教育发展

的不平衡，作为一种调节手段，

不同省市规定不同的招生名额

和录取线，有其积极意义。但北

京、上海、天津等拥有优势教育

资源的城市， 在招生名额分配

上明显存在不公， 导致许多全

国综合性大学“地方化”色彩越

来越重，也是不争的事实。例如

复旦大学多年来在上海地区的

招生人数远远超过我省， 而我

省每年考生人数是上海地区的

10

倍，同一批次的录取分数线

也相差甚远。除此以外，一些边

远及民族地区出于自身教育事

业发展的需要， 高考录取率也

远高于我省。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处

在“高考洼地”的考生趋之若鹜

般向“高考高地”流动，便成为

必然。有专家指出，我国教育体

制不公，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

国高等教育总体供给能力不

足， 这么多人， 就这么几所大

学， 招生制度差异化似乎难以

避免。但在相对意义上，现行招

生制度是否可以更加合理，招

生名额分配是否能够相对均

衡，显然有足够的调整空间。

一味整饬高考移民， 只是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对差别

化招生制度继续“合理存在”的

保护与确认。治标必先治本，正

如一位网友所言： 高招体制一

日不安民心， 高考移民现象便

无根绝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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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面前， 大学生

纷纷转变就业观念，出现“学

技”热。 通过培训，他们掌握

了实用技能，学到了真本领，

为自己的求职增添了砝码。

（见本报

3

月

19

日

2

版《大

学生中出现“学技”热》）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

代表们集思广益为大学生就

业谋划良策支出高招， 建议

大学生在就业方面放下身

段， 切实加强实践能力和动

手能力，使就业前景更广阔。

在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

下， 总体上说劳动力市场供

大于求， 具体来看人才供求

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 一方

面众多大学生在求职道路上

屡屡碰壁铩羽而归， 另一方

面招聘单位又疾呼专业技术

岗位缺口大、招不到人。 既有

理论知识又有实际操作经验

的高技能人才， 往往成为人

才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宠

儿”。 拥有多种技能、胜任“一

岗多能” 的复合型熟练技术

工人，能够帮助企业“危中寻

机”，实现产品升级，降低成

本、提高效益。 对企业来说，

大学生理论根基相对较好，

但在实际操作技能上尚有欠

缺， 如果能经过职业技能训

练，将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

求职之路就会越走越顺畅。

大学生急需加强培养实

践能力， 除了他们积极主动

地寻找时机自我充电， 高校

也应当加大教学培养模式的

改革力度。 教学改革要重点

着眼于培养大学生的动手能

力、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并

安排更多的实习机会， 让大

学生在实践中提高适应能力

和技术应用能力。 相信通过

政府、 学校和社会各方面的

共同努力， 更多的大学生能

够成长为职场上受欢迎的技

能型、高层次、高水平人才。

免费体验化妆品， 没想

到却被化了半边脸， 想化全

妆就不得不购买商家销售的

产品。 本来消费者赵女士因

为这个已经够窝心了， 哪知

道买回家的“任一商品”却是

劣质品，根本无法使用。 赵女

士回去讨说法但商家早已原

地“蒸发”……（详见本报

3

月

23

日《当心掉进“美容陷

阱”》）

“顾客就是上帝”， 这句

话不知说了多少年。 可是偏

偏有一些不法商家挖空心思

设陷阱让“上帝”往里跳。 就

说这免费体验吧， 推销人员

把销售冠以“免费”美名后，

就明目张胆地称之为“体

验”。“上帝”被拉来体验，才

发现免费只免半边脸。 耽误

了时间， 整了个不能见人的

妆，“上帝”一下子变成了“仆

人”，不买产品都不行。 商家

明摆着就给消费者挖坑，“免

费”不过是一个噱头罢了。

诱购产品、质次价高、假

冒伪劣严重、虚假宣传，这些

都是不法商家惯用的伎俩。

只为赚钱的商家混水摸鱼，

极尽哄骗、诱导之能事，利益

面前，“诚信”被抛之脑后。 只

是不知道这些商家有没有想

过， 再美的谎言都会有戳穿

的一天， 自己的诚信度越降

越低的时候，“上帝” 就不会

捧你们的场了。

再说消费者，常言道“天

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贪图

便宜的心理往往会给不法商

家带来可乘之机。 遇到“免费

体验”的事儿，消费者还是要

多长个心眼儿，多看看、摸摸

行情；如果其中有猫儿腻，商

家再怎么“免费” 也不要动

心。

■

辣言辣语

不该如此欺骗消费者
□

张凯培

■

淇滨夜话

大学生就业：身有技能路更广
□

陈 琛

■

世象民生

“ 高考移民”重在治本

■

街谈巷议

教辅书“ 物尽其用”才是真
□

白 瑞

鉴于近期国际市场原油

价格持续上涨，

23

日逼近每

桶

54

美元，国家发改委决定

自

25

日零时起将汽、柴油价

格每吨分别提高

290

元和

180

元。这是今年实行新的成

品油定价机制以来发改委首

次上调油价，涨幅高于今年

1

月

15

日分别下调

140

元和

160

元的幅度。

每一次成品油涨价，有

关方面都会拿出前言不搭后

语的解释， 这一次的理由是

国际油价持续上涨。 但人们

不禁要问，在

1

月

15

日油价

调整后， 国际油价曾于

2

月

17

日跌破每桶

35

美元，为什

么政府调油价只追高不追

低？ 其实这也是国内成品油

每次价格调整都遭来广泛非

议的原因， 在一个垄断的定

价机制下， 有关部门和企业

只要打一个时间差， 就能轻

轻松松地赚得盆满钵满。 因

此， 民众年年都能听到石油

巨头喊着“亏损”，看到政府

不断给它们补贴， 但这些企

业年年都稳居国内最赚钱企

业的行列， 甚至成为年年向

国外投资者巨额分红的亚洲

最赚钱公司， 唯独不见他们

向国家和民众分发红利。

目前国内成品油库存高

企，

2

月末， 全国成品油库存

1485.23

万 吨 ， 同 比 增 长

36.3%

。 也正因此，两大石油

公司曾主动调低油价促销。

这会儿忽然又来了个半夜涨

价， 可能连公司自己都觉得

不好意思了， 于是把皮球踢

给了发改委———两大石油公

司相关人士均表示， 公司目

前都在千方百计加大销售力

度，但公司并无定价权。

内地垄断企业忽视企业

道德， 把企业社会责任弃于

一边， 不管不顾国家和民众

利益， 这种脱裤子狂奔的勇

气，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其之

所以底气十足， 很大程度上

就在于他们已经充分拥有了

“绑架”政策的能力。 人家想

涨就涨， 消费者和下游企业

除了跳脚，奈之若何？

等国际油价

上涨就开闸

接轨……

国际油价

国内油价

■

谈经论证

□

童大焕

油价上涨，民众徒呼奈何
□

小 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