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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税不会降低房价，只会提高房价。”

——— 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上周为自己的新书《任

你评说》召开发布会。会上，任志强对于近期热议的房产

税问题这样评论。他解释说，所有实行房产税的国家，房

屋持有前相关环节的门槛会大大降低，而我国现在有土

地使用费、农田占用费等一大堆，还有增值税、营业税

等，前面的税大概要占 70%。

“不能只计算 3000 元能带动多少汽车销量，而要看

全行业油耗指标下降多少。中国汽车工业有本事拿个世

界产量第一，为什么不在降低油耗方面也争口气？”

——— 由于市场对节能车补贴反应平淡，行业内出现

诸多质疑该政策效果的声音，对此汽车专家贾新光发表

评论说，应该明确 3000 元不是用来刺激汽车销量，而是

鼓励节能减排。

“大中城市一片堵，开车上路都叫苦。”

——— 交通拥堵已成为国内许多大中城市的共同“心

病”。有学者指出，私家车的鼓励购买、限制使用，应该成

为全国性规范。

“我们打算在网上销售吉利汽车。”

——— 近日，吉利总裁李书福将联手淘宝网“试水”汽

车网购业务的消息不胫而走。据知情人士透露，网上“淘

吉利”已进入内部虚拟运行测试阶段，预计年底将进行

试运营。

“不要怕老百姓提刺耳的意见，他们提说明相信你，

对你抱有希望；如果不提，则说明对你的信任降到了‘冰

点’。”

——— 对于网民的投诉或举报，常州市副市长、公安

局长尚建荣如是说。

“工资高得不符合国情，其实我心里并不踏实”。

——— 在某国有金融机构总部担任部门经理的王建

华说，能在国企中层任职，待遇上“好事落不下”。王经理

的收入构成分两部分：一是工资条上的年薪收入，二是

各种福利补贴。去年她的税后年薪约有 70 万元。

“我是无缝的蛋，不招苍蝇”。

——— —— 面对“陪酒”传闻，台湾第一美女萧蔷接受采

访时说，“陪酒”一事无中生有，自己是娱乐圈中无缝的

蛋。

“一个房子能卖 80 万，你就不要卖 50 万，卖 50

万太糟蹋它了。一个社会要富起来，就要靠每一个物

都要尽其用，只要有人出高价，我就把它卖到尽可能

高的价位。”

———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表示，反

对推行限价房和经济适用房，理由是这两种房不能物

尽其用。

“股市特别是房地产股出现了较大的上涨行情，

这与信贷的大规模投放，特别是短期信贷和票据贴现

资金进入股市、并短期看好房地产业密切相关。”

———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曹建

海表示，尽管房价在资金注入之后，可能出现反弹甚

至上涨的行情，但房地产过剩状况、居民收入水平和

经济增长形势等因素，均不支持房价上涨。

“拆迁使城市变得更美好”。

——— —— 近日，江苏睢宁县拆迁办公室主任余宗雷

在江苏经济报上撰文称，应紧紧围绕该县 40 大工程建

设和城建工作总体目标，为该县城市建设作出应有贡

献。

“拆错了！”

——— —— 东莞 75 岁老太太叶燕琼出门买了点菜，待

回到家中，自家有着近百年历史的祖屋已被拆了大

半。工作人员辩称，这事情与拆迁办无关，是拆迁队

不小心搞错了。

“北大门票”

把高考导向何方？
本报记者 秦国玲

“校长推荐”引起的轩然大波终于蔓延到了潍坊。潍坊一中、高
密一中、寿光一中三所中学成功拿到了 2011 年的推荐票，与少数
家长和学生的兴奋、雀跃不同，大部分人拭目以待，在乎的是推荐
的公平与否，以及带来的效应。“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传统，

反映到人才选拔上就是不拘一格，这种“不拘一格”的作风能否给
潍坊的中学教育带来点什么？

“最难、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推选谁，我们也很纠结”

——— 寿光一中校长李玉明

记者：学校在推荐时，是否会有所
保留，让“尖子生”上高考场，而让
“中间段学生”进入这个“绿色通
道”？

李玉明：这个是校长实名推荐最

难、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推选谁。

现在争议声很大，有的家长说要推就推

最优秀的，有的就都很困惑，最优秀的

高考录取就可以了，再推荐上去岂不是

浪费一个名额？我们也有很多拿不准的

东西，都得慎重。学校会组成评审组

织，对学生参加的历次文化课考试成

绩、以及学生个人面试，学生自主陈述

取得的成绩进行综合考虑，推荐综合素

质最全面、最优秀的学生，确定人选进

行公示。作为校长，在推荐学生时我非

常看重三个关键因素：一是这个学生是

否有人生信仰；第二，是否有良好的习

惯，自律、自学能力如何；第三，是否

有追求梦想的毅力，具有强大的内驱

力。”

记者：实名推荐把校长的声誉作为
一种担保，现在您有压力吗？

李玉明：自从北大公布校长实名制

学校之后，学校相关负责人包括高三年

级各个班主任的电话就响不停，很多家

长都问自己的孩子符不符合条件，在不

在考虑之列。这些事情我们也很谨慎，

我们推荐就推荐最能代表寿光一中水平

的学生出来。

现在究竟是推荐文科生还是理科

生？有没有必要推荐获得奥赛冠军的学

生和有保送资格的学生？我们也很“纠

结”。我们在确定选拔标准的过程中，

也要综合考虑，听取学生、家长和社会

各方面的声音。

“校长实名推荐，说是给校长的权力，但是我自己一个人不能做主”

——— 高密一中校长侯宗凯

记者：这次校长实名推荐，您如何

考虑家长、学生、老师的看法？

侯宗凯：校长实名推荐，说是给校

长的权力，但是我自己一个人不能做

主，需要学校领导、一线教师、学生代

表，包括学生家长都要参与。目前学校

已经成立校长实名推荐领导小组和工作

小组，并在形成一个多方面推选标准和

评价方式。这其中，学校一线教师、学

生代表组成的“推荐团队”都将参与学

生的评价打分，家长委员会在选拔过程

中全程参与，公开透明地考核学生。

记者：媒体关注度提升，您作为北

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的负责校长，

您在推行过程中有何困难？

侯宗凯：在这次推选中，我们计划

请公证处过来给一个公证。公证的内容

包括评选打分、评审过程、候选学生面

试等内容。当然，家长也共同参与监

督，让整个评选过程可信度高一点。

记者：推荐“偏才”还是“全
才”？

侯宗凯：从选拔条件来看，学校只

能推荐常规意义上最优秀的学生，否则

就有暗箱操作的嫌疑，不能让人心服口

服。“如果‘偏才’的某一学科严重滞

后，即便学校推荐这样的‘偏才’， 30

分的照顾政策也难保证被录取，如果达

不到北大录取分数线，还是会浪费掉一

个名额。

“推荐，不单单对这一次考试负责，而是对学生在大学里的

学习，甚至今后的个人发展上负责”

——潍坊一中校长于允锋

记者：什么样的人才符合“推荐”条

件？

于允锋：高考是对一次性的选拔负

责，既然是推荐，那么就不单单对这一次

考试负责，而是对学生在大学里的学习，

甚至今后的个人发展上负责。因此，推荐

力度可能会对学生的这些方面进行考虑。

学校将按照北大的推荐要求，在客观公正

的基础上，严格程序，更加注重学生的全

面发展及综合能力和素质要求。

记者：如何保障公正公开选拔？

于允锋：目前，虽然方案没有制

定，但学校制定的方案在学校公示时，

如果学生及家长认为哪条不合理的，可

以申请修改。学校会先提出一个方案，

然后经过校长会、党委会讨论批准后，

再在校

园内进

行 公

示，公

示结束后学生再进行个人申报。公开、

公正程序下推荐的学生才能让大家信

服。

本报记者 秦国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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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瞬间，自己感觉一
直悬着的心终于落回去了，可没
过一会，又开始紧张，下一步该
怎么走？”

从 6 月份提交学校申请，到 11

月 1 日通过北京大学的审核，在学
校网站公示，这期间，潍坊的众多

高中学校都经历一个难熬的过程。

“天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

开电脑看北京大学的网站。”高密

一中副校长张祥勤说，1 号那一天，

感觉像是有心灵感应似的，早上 8

点打开北京大学网站，“呦，真出来

了，从密密麻麻 122 个学校的名字

中，找到了高密一中的名字。”“那

一瞬间，自己感觉一直悬着的心终

于落回去了，可没过一会，又开始

紧张，下一步该怎么走？”

“现在这 1 个学生是社会的焦

点所在，特别是毕业年级内的学
生、家长，都在盯着究竟是谁，学校

究竟有没有不公正，有没有潜规

则……稍有不慎，不仅影响学校的

声誉，还会对应届的学生的应考情
绪有很大影响。”4 日，寿光一中校

长李玉明在接受采访时，无奈得

说，学校只能做到透明更透明，公

开更公开。

“压力巨大”的不仅寿光一中。

记者发现，3 所具备资格的学校大

多采取了“保守对策”。计划制定推

荐的标准大多按照北京大学推荐

要求“综合素质优秀，学业成绩优

秀”，被师生普遍认为“裸考”都可

以进北大的成绩优秀学生。

■“我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
和北大的精神文化更为相近的中

学，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不是

只会死读书，心里只有自己没有
别人的应试机器。”

为了解决统一高考“一考定终

身”之弊，“校长实名推荐”很清晰

地表达了一个意图，希望能够通过

多元的录取方式，将学生置于公开

公正透明的选拔机会或平台面前。

对于去年首次校长实名制推荐有

评论说“校长推荐是‘掐尖’”，北京
大学山东招生组于年才说，“我们

制定新的政策，一方面是出于选拔

学生的考虑，毕竟从招生的角度

讲，谁都想招到最优秀、最拔尖的

学生，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推进中

学的教学改革，这两者是有机结合

的。”

于年才说，2010 年度，首批获

得推荐的 90 名考生中，3 人高考发

挥欠佳未能达到北大当地录取线，

2 人选择香港高校，另有 20 人因具
有保送资格被提前保送，其余 65

人均被北大录取。这个数据充分说

明了首批获得北大“中学校长实名

推荐”资格的候选人非常优秀，是

北大非常欢迎的优秀学生群体。

谈起实施校长实名推荐制，4

日，北京大学山东招生组于年才

说：“中学是一个教育阶段而不

是培训阶段，学生上中学是受教

育而不是作为考试机器存在的。

所以我们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和北

大的精神文化更为相近的中学。

这些学校培养的学生，应当是具
有远大的理想抱负，思维非常活

跃，视野非常宽广，基础非常扎

实，有进一步发展的潜能和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懂得孝敬父母，

关心他人，而不是只会死读书，

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的应试机

器。”

“直荐”风口上的校长坦露心声———

近日，“校长直荐”再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并逐渐升温，而手握“门票”的中学校长们，自

然成为了舆论的焦点。记者在采访时感到，

潍坊的三位校长都对此事小心翼翼表态，似

乎大家都统一了口径一般，唯恐越了“雷池”。

其实，校长们大可不必紧张，北大之

所以把权力交给校长，首先就是对各位

校长的一种信任，校长们完全可以利用

手中掌握的“权力”大胆推荐，把自己认

为最符合条件的人才选拔出来。既然是

个人推荐，这当中自然有风险，人都有看

走眼的时候，校长们又不是火眼金晶，能

看到人骨髓里。即使失败那又如何？“集

体推荐”就能保证不走眼吗？

再者说，难道把校长直荐变成专家评

审就一定是好事情？记者认为未必，北大

之所以推出这个政策，就是在寻求一种突

破传统高考的途径，别具一格地录取人

才。专家评审的确可以保持一定的公平

性，但是也容易丧失锐气，选出来的学生，

当然也是众人眼里公认的好学生。有句话

说的好，“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发

现一匹千里马，需要的是独具慧眼的伯

乐，而不是靠一群人投票。如若不然，高考

制度的公平性岂非更高？北大也用不着费

尽心机推出校长直荐的政策了。

最后，记者认为，校长直荐政策，对于

校长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它可以促使

校长们更加关注教学，关注每一些优秀学

生的发展。众所周知，随着日常行政事务和

学校发展压力的增加，校长对于教学业务

的精力相对减少，对于学生个体很难做到

全面关注，这都是可以理解的。当校长们将

更多的精力放在人才的培养上时，则是学

生之幸、学校之幸、国家之幸也。

由此看来，各位校长们大可不必紧

张，尽管使用你们手中的权利，去为国家

的未来发现培养出优秀的栋梁之才吧。

本报记者 庄文石

校长直荐，多大点事？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