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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是公平公正的前

提，有公开，才能监督；有监

督，公平公正才能实现，这是

常识。 但浙江省 2009年普通

高校招生政策加分考生名

单， 经浙江教育考试网向社

会公示后，却让公众“看不明

白”了。 考生家长章先生致电

媒体称，表格中只有 4000 多

名考生的报名序号、姓名、加

分项目与分值，比 2008 年简

单了许多， 他质问：“这叫我

们监督什么， 怎么去监督

呢？ ”（6月 20日新华网）

一般情况下， 在过于繁

复的公示里， 套话和空话会

让观众如雾里看花， 所以，

“删繁就简”的公示，本来应

是一件好事。 但删繁就简，并

不是要把关键内容删减掉，

因为，公示的本来目的，就是

为了有效地监督。

如果结合一则旧闻，浙

江高考加分公示过于简化的

原因，或许并不难解。 就在一

个月前，一篇题为《浙江高考

航模加分者被指多来自权势

家庭》的新闻，引起了社会公

众普遍关注。 该新闻指出，

“三模三电”加分政策被当地

权势家庭组成的“高考加分

俱乐部”独享。 虽然事后浙江

省教育部门声称将给高考加

分“挤水分”，但当初被公众

普遍质疑的加分是否合理，

其中有无权势之手的暗箱操

作，却至今未明底细。 而教育

部针对此事在一次新闻发布

会上， 则作如下表示：“没有

经过公示的考生， 以及加分

的项目、加分的分值，是不能

计入投档的成绩里去的。 ”

于是， 浙江省就依例公

示了。 因为，只有经过公示，

加分才是“有效”的分值，才

能计入投档的成绩里。“高考

加分俱乐部”之类的组织，终

于名至实归地享受到加分盛

宴。 至此，或许我们应该恍然

大悟了。

高考公平的重要性已无

须赘述， 权势之手染指其中

也算不上多么令人惊悚的

“新”闻。 但像这次以如此手

段操弄， 以最轻慢的手段侮

辱民智， 却恐怕算得上最大

规模的一次了。 但公众并不

弱智。 如此明显的欺骗，只能

激起更强烈地寻找真相的热

情，和对民意操弄者的鄙弃。

权势无忌的嚣张现象，

实际上并不止表现在此事件

之上。 这或许才是更应该注

意的问题。 远者， 林嘉祥的

“你们算个屁”；近者，逯军的

“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

备替老百姓说话？ ”无一不把

权势滥用无度， 甚至完全把

之当做自家后院豢养的玩

物，玩弄自如。 一旦被公众质

疑，立刻曝出权力魔杖，或直

接痛击，或迂回戏弄。 一如此

次删繁就简的高考加分公

示，十足一场“秀外惠中”的

表 演—————给 公 众 作 好

“秀”， 而权势在握者却总能

从中得到实惠。 更麻烦的是，

在更多时候， 这种表演是能

安全过关的。 只是，在这个过

程中，公平公正，彻底无言。

而且如果这种表演过多，公

平公正， 最终也就成了一种

社会的稀缺资源。

但愿这一切只是一种过

度的解读， 删繁就简的高考

加分公示， 或许也仅仅是其

对舆论监督的一种调笑式的

回应。 那么，且让我们等待一

个详略得当的高考加分公

示。 因为这不需要太复杂的

工序和太长的时间就可以完

成。

为了向同学朋友摆阔

气，9 岁女孩偷拿家里的钱

在外请客吃饭、买各种玩具

饰品，惹得父母大怒。（见本

报 6月 22日 3版《九岁女偷

家里钱摆阔》）

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

喜欢与同学朋友一起玩耍，

喜爱精品店里的各种玩具

饰品， 并且喜爱追求时尚，

不甘落伍， 其实无可厚非。

作为孩子，在看到别的同学

有大把零花钱可以买好东

西吃， 而自己却没有钱买

时，才出此下策选择偷拿家

里的钱满足自己小小的“好

胜心”， 其实只是为了实现

这样一个简单的想法而已。

毫无疑问，孩子偷拿家

里的钱肯定是不对的，其行

为必然会惹得父母勃然大

怒，可是父母简单粗暴地责

骂也极为不妥。 一个孩子偷

偷拿家里的钱为自己摆阔

也许错不仅仅出在孩子身

上，家长、乃至整个社会是

不是也应当反省一下自己？

一个 9 岁的孩子其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都还处在一

个形成发展的阶段，而现在

我们的社会中到处充斥着

财富、 金钱至上的观念，孩

子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

不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为

人父母者或许在生活中一

个不经意的“攀比”就向孩

子透露出拜金的迹象，一个

尚未成年的孩子其价值观

也就在这种种“熏陶”中受

到了影响。

在未成年人的教育上，

家庭、学校、社会都有着不

可推卸的责任。 教导孩子走

上正确的价值观轨道，为孩

子创造一个良好的成长环

境是当务之急，应从源头遏

制错误价值观在未成年人

内心中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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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荆州一小学实施感

恩教育， 六年级小学生毕业

前得向学校捐百余元“献爱

心”，以此表达对母校和老师

的“感恩之情”。 一些家长称

让学生拿父母的钱“献爱

心”， 对孩子的教育反而不

利，对学校的做法表示“不理

解”。（6 月 18 日《楚天都市

报》）

荆州这所小学开展“感

恩教育” 的方式是让毕业生

捐款， 此举既树立了学校富

有爱心的良好形象， 还给学

校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

益， 真正实现了精神文明和

物质文明的双丰收， 简直是

绝了！ 继“赞助费”、“作改

费”、“捐资助学款”、“教师节

慰问金”之后，“感恩教育”闪

亮登场， 开创了教育领域乱

收费的新局面， 值得其他学

校学习。 不仅如此，“感恩教

育” 还等于是给学生们上了

一堂生动的“社会课”，让学

生学到了很多课本上学不到

的“知识”：

1. 要善于利用自己的资

源。 怎样才能挣到钱、 挣大

钱？ 这就要看你有多少资源

了。 当官的权力就是资源，经

商的垄断就是资源。 教育者

呢？ 学生就是资源！ 靠山吃

山、靠水吃水，谁让你们是我

的学生呢，不吃你吃谁！

2.做事要讲究方式方法。

一定要学会说一套、 做一套

的本事。 再坏的事情，只要披

上一件冠冕堂皇的马甲，立

马就化腐朽为神奇， 假的变

成了真的、错的变成了对的。

如果我简单粗暴地让你掏

钱，那显得多没水平啊；现在

说是“感恩教育”，不就好听

多了嘛，效果也显著多了嘛。

3.要学会把握时机。机不

可失、时不再来，有花堪折直

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你们

马上要毕业了，此时不“宰”，

更待何时！ 不能白白放你们

毕业，一定要揩你们一道油，

不然那些中学的老师会笑我

们傻的。

窃以为， 这所小学开展

的“感恩教育” 才是真正的

“素质教育”。 学生们只有树

立了正确的金钱观， 才能更

好地适应社会。 老师们的良

苦用心， 不知道学生们理解

了没有？ 啥也甭说了，赶紧向

你们面前的“人类灵魂的工

程师”们感恩吧！

最近， 网络上一位署名

“湖北‘80 后’民工万小刀”的

网友在博客里接连发表激烈

文字， 炮轰他心里的“城里

人”。 万小刀的系列博文中引

起网友热议的网文是《坚决不

娶城市女》。 他认为坚决不娶

城市女的理由主要有，“如果

跟城市女孩结婚，城市女会骑

在农村男人的头上，农村老公

得为她们洗衣做饭、 端茶倒

水、唯命是从。”（6月 18日《扬

子晚报》）

“80 后”民工万小刀说出

这样一番话，与部分农民工从

小生活环境有关。广大农村和

城市相比，生产力是相对落后

的，商业也不发达，新鲜事物

和新潮消费观念相对滞后。 城

市孩子时不时很方便地可以

吃到“KFC”、麦当劳、比萨饼，

可以经常玩到一些高档电玩、

网络游戏，而且，在城市文化

的熏陶下，看待事物的观念和

对外在事物的认知上呈开放

状态。

而农村孩子们的成长环

境与城市孩子相比，简单且单

调。 即便富裕村民家的孩子，

即使家里很有钱，由于生活环

境，上一趟公园、坐一次过山

车、逛一次大商厦，也总得专

门抽出时间。 而这些，对于农

村孩子始终是一份苛求。

说得偏颇些，大多数贫困

农村的孩子放了学要参加农

务， 几乎每天都要放牛羊、养

鸡鸭、打猪草……这些孩子长

大以后和整天吃“KFC”、玩

“奥特曼”———甚至认不清麦

苗和韭菜的城市孩子，能有多

少共同语言？ 如此长期截然不

同的两种成长环境，性格和心

理上能没有巨大差异么？

“80 后”民工万小刀表示

“坚决不娶城市女”，折射出来

的是广大农村成长起来的孩

子， 既渴望融入城市生活，又

对城市生活抱有天然的排斥

心态。 但无论是那种心理，都

充分反映了对社会现实的无

奈———即便娶一个“娇生惯

养”的城市女，也无法找到幸

福的心态。

“窥一斑而知全豹”。 据最

新资料显示，“我国城乡收入

差距已扩大到 4 倍至 6 倍左

右。 而 2000 年城乡收入差距

只有 2.79 倍。 ”这已经充分说

明，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

中，城市已经将广大农村远远

地抛在了身后。 农村社会的经

济、文化发展迟滞不前或进步

缓慢，而城市日新月异。 我们

不敢想象， 多少年以后的“90

后”、“2000 后” 农村孩子们还

如何去和城市孩子交流。

城市显然无法独立担当

社会发展的重任，而城乡发展

和巨大的文化差异却有呈“鸿

沟”之势，这些，应该引起有关

方面的关注和重视。

如此“ 感恩教育”让学生学到了啥？

□乔志峰

“ 坚决不娶城市女”折射城乡鸿沟
□毕晓哲

删繁就简的加分公示侮辱民智
□汤劲松

□陈静

孩子偷钱装阔谁之过？

“前段时间班里组织吃

了‘散伙饭’，后来宿舍人又

吃了一顿， 过几天不知道还

有什么聚会？ ”6月 15日，鹤

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张海军

对记者说。（见本报 6 月 18

日 2版《散伙饭一顿接一顿

耗钱耗时耗精力》）

不知从何时起， 在毕业

离校前夕聚在一起吃“散伙

饭” 成了大学生们约定俗成

的规矩， 也几乎成了学子们

告别大学必不可少的仪式。

原本，即将分别，大家坐在一

起吃顿饭、 叙叙感情也无可

厚非，但一顿接一顿、互相攀

比、 铺张浪费让这原本温馨

的“散伙饭”变了味道。

在大多数同学看来，这

顿饭的意义不同寻常， 因为

它是同窗好友之间直抒胸

怀、互诉别情的最后机会。吃

“散伙饭”，初衷是好的，但随

着演变，“散伙饭” 的意义也

在渐变，饭桌上的气氛变了，

大家吃饭时的心情变了。 请

吃饭者，勒紧腰带，一场一场

地请，钱不够了就向家人要，

不好意思要的，就管别人借，

甚至把助学贷款、 奖学金全

都拿来吃喝；被请吃饭者，醉

眼迷离，一场一场地吃，友情

也在觥筹交错、 烂醉如泥中

变了味道。“散伙饭”俨然成

了经济和心理的负担。

毕业， 是个既伤感又温

馨的字眼， 大学几年的同窗

感情全都在这一刻得到释放

和升华， 但变了味的“散伙

饭”却把这种感情破坏殆尽。

纪念友情有很多方式， 情感

的深厚也不在吃饭消费了多

少。大家聚在一起，简单地吃

吃饭、 聊聊天， 结伴出去玩

玩，互赠些小礼物、说些祝福

语， 收集照片做个别致的毕

业纪念册等等， 都是很温馨

的纪念方式， 何必在一顿顿

铺张的“散伙饭”中耗钱耗时

耗精力呢？毕业“散伙饭”，别

让它成了心理和经济的负

担。

莫让“ 散伙饭”成为负担
□李可

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对烟

产品消费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甲类香烟的消费税从

价税率由原来的 45%调整至 56%，乙类香烟由 30%调

整至 36%，雪茄烟由 25%调整至 36%。（6月 20日新华

网）

漫画： 唐春成

帮助戒烟

漫画：李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