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公益热线
随时为您服务

气象热线：96706 律师服务：96706148
公告挂失：96706 票务热线：96706369

全省市
话收费[ ]

“序长不序爵”的校庆更自信

□朱永华

继三亚宰客事件之后，
又有媒体报道，苏州游客丁
先生一行去厦门，一顿饭就
点了“五菜一汤”，结账时竟
有近万元“天价”。

发生在今年春节的游客
三亚“挨宰”事件可谓颇有些

“戏剧性”，从一开始当地政
府的“零投诉”回应遭到网友
炮轰，后又说是“表述不当”
的同时，声称要“对于恶意损
坏三亚旅游形象的个人和单
位，将采取法律措施追究其
责任”。显然，三亚官方是想
用泼水的办法来平息舆论，
但事实上却成了浇油，直到
三亚市委书记“低头道歉”，
但曝光三亚“宰客门”的旧消
息持续发酵的同时，更多的

天价宰客不断被媒体爆出，
三亚名副其实地陷入到这场

“宰客门”的漩涡之中。
其实，笔者认为旅游景

区“宰客”，远远不止于三亚
一个景区，出门旅游过的人
们都清楚，类似于这种宰客，
在全国很多风景区都是“家
常便饭”，就在“三亚宰客门”
被爆的同时，少林寺、张家界、
厦门等景区都有宰客见诸媒
体。因此，我们关注“宰客门”，
眼睛不能只盯着三亚，正像那
位发微博的网友说的那样，

“整死一两家店不是目的，整
个旅游管理水平提升才是我
所希望的。”我们也应该以此
为契机，来关注我们整个旅
游市场有序发展和繁荣。

利用旅游资源优势坐地
宰客，不仅是目光短浅更是

一种极不诚信，也是旅游业
长期发展之大忌，三亚市委书
记姜斯宪形容三亚旅游发展
迅速有“成长的烦恼”这句话
颇耐人寻味，实际上正是说
明我们在快速发展过程中
所存在的诸多问题，还不仅
仅是三亚，更是我们很多旅
游景区所存在的共同问题，
关上三亚景区的“宰客门”
并不难，当地也已经采取各
种行动，但要让那些对游客
投诉漠不关心，依然陶醉于

“零投诉”里悠然自得，只顾
赚钱，不顾管理的景区都把

“宰客门”关上，还需要更广
泛的舆论监督，把眼睛只盯
着三亚而忽视整个旅游行
业，不仅会造成按下葫芦浮
起瓢，也不利于我们整个旅
游行业的健康发展。

关注旅游“宰客”不应只盯着三亚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近日，南京大学110周年校
庆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校方表
示，接待校友采取“序长不序
爵”的原则，只问入学先后，不
论官位高低。舆论纷纷为这种
打破世俗的“习惯”做法叫好，
有人认为，这是高校“去衙门
化”的一种大胆尝试。

校庆本应是一个感怀师
恩、共叙友谊的契机。在这一

天，天南海北的校友重回母校，
重温年少时读书求学的记忆，
体会一种单纯朴素的情感。但
时下的校庆，很大程度上成为
了一种比拼排场、拉拢关系的
平台。学校将位高权重的学生
请回来隆重相待，仿佛唯有如
此，才不至于辱没了自家的光
鲜门楣；而得到礼遇的学生，
也往往会投桃报李，为母校的
生日送上一份厚礼。久而久之，
校庆的职能在不觉之间被扭曲
异化了。

校庆职能的异化，是趋
炎附势的社会风气在教育界

的投影，是学校行政化、利益
化的一种体现。以官位高低、
财力厚薄来给学生们排位，
意味着学校价值观的失衡。
这样的排位办法，会让身份
普通的校友对母校产生距离
感，更可能影响在校学生的
价值判断，误导他们对权力
和金钱的膜拜。

教育，最终决定着国家和
民族的前途。爱因斯坦曾说：

“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
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
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
专家。”完善的教育不仅仅应

当传递给学生以科学知识，更
应该培养他们健全的人格。如
果连学校都失去了独立自主
的精神，而成为权力和金钱的
附庸，那么在这样的氛围下培
养出的学生，很难成为真正的
栋梁之才。

学校固然不能脱离社会，
但也不能因此混同社会流俗。
学校应当具备丰沛的人文精
神，高尚的道德操守。以强大
的自信力，去抵抗社会上的不
良风气，断不能人云亦云唯利
是图。正如浙江大学原校长竺
可桢所说：“乱世道德堕落，历

史上均是，但大学犹如海上灯
塔，吾人不能于此时降落道德
标准。”

因此，南京大学在110周年
校庆的时刻，采取“序长不序
爵”的原则，正是对“大学精神”
的呼唤和彰显。这种做法，体现
了一所百年名校的深厚积淀，
当一些学校习惯以“得意门生”
自我标榜的时候，南京大学能
够冷静相对，正体现出了独有
的坦诚和自信。这种自信源于
学术的传承和思想的价值，而
不是对权力的依附和对金钱的
追逐。大学的文化和学术价值，

就是要高于权力和财富的价
值。假如官职成为大学校园的

“通行证”，一切资源的配置皆
以权力为主导，那么又何谈师
道尊严？虽然南京大学的校庆
观念只是应有的“回归”，如能
长期坚持，却也有助于高校学
术生态的改良。

我们更希望，这种“序长
不序爵”的精神能够发扬光
大，深入到教育的各个层面
之中，让学校真正从权力的
束缚下解脱出来，成为学生
们追寻理想的净土，师长们
维护师道庄严的圣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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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择业观念

编辑：
你好！
看了2月5日《齐鲁晚报》

报道的“80后大学生应聘女
保安”，这位女大学生理性的
选择，让我十分敬佩和赞成，
同时也有一些话要说。目前，
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尤其是
结构失衡加剧供需矛盾，致
使一些大学生择业困难，也
是一个各地普遍存在的现
象。实际上并非市场上没有
需求，而是一些旧观念阻碍
了学生去适应不断变化的人
力需求。许多学生顾虑多，怕

吃苦，认为辛辛苦苦上了大
学就是为了走仕途或找个一
步到位高薪的岗位，这样既
有面子又舒适，挣钱多，福利
待遇又丰厚。实际上职业无
贵贱之分，只是劳动方式不
同罢了。一些大学生在为就
业难焦虑之时，也当打破自
己在观念上的局限。

读者 张颂华

这种“自发”最可贵

编辑：
你好！
看了《齐鲁晚报》2月3日

《百余路人自发“拉纤”营救被
困者》的报道后，深受感动。目

前正是数九寒天，这几天气温
又是极低，面对被撞坠河的轿
车，面对困在车中岌岌可危的
伤者，消防官兵不顾严寒跳进
冰河，公安民警随后赶来帮
忙，百余路人经过时也加入救
援队伍，众人一起喊着口号，将
车辆从河中拖出，将人员救出。
笔者虽未参加营救，但仿佛看
到了行人一个个加入救援的情
景，仿佛听到了他们口中雄壮
激昂的口号声，喊号时口里呼
出的白气似乎就在眼前。

没有围观，没有视而不
见，最可贵的是路人的“自
发”，让我们再一次见证了

“团结就是力量”、“众人同
心，其利断金”“众人拾柴火

焰高”的真正含义。向他们致
敬！ 读者 鞠林强

补课的冲动

编辑：
你好！

《齐鲁晚报》2月5日报道，
沈阳一中学为了组织补课，包
车送学生跨市转移。这或许可
以作为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在

“禁补”上真抓实干，最终逼得
那些不死心的中学想出了“跨
市转移”的歪招。然而一批补
课“地下党”的应运而生，也让
我们担心是否会出现“道高一
尺，魔高一丈”的现象。其实，
跨市尚属于小儿科，跨省的也

早有耳闻。为何补课无所不用
其极？原因很简单，虽然高考
录取率在70%左右，但高录取
率非但没有解决文凭之争，反
而加剧了文凭的贬值。在就业
机会没有质的提高的前提下，
这无疑使文凭竞争白热化。这

“分分分”依然是“学生的命
根”。单纯的“禁补令”只能将
假期补课逼到“地下”，逼到政
策的死角去继续运行。其实，
这个现象的根源众所周知，应
试教育的大环境未有任何改
变，高考、中考一张试卷定终
身的考试模式不变，一些学校
就会时不时地想突破“禁补
令”，或者打擦边球。

读者 钱文

应当以农民工子女接
受公立学校教育为农民工融
入城市的切入点。农民工子女
与城市孩子同在一所学校上
学，会增加他们与城市文化的
接触和学习，孩子的家长们也
会多一条与城市家长或城
市文化沟通的桥梁。

——— 北京工业大学人
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张荆
说。

中国学界的每一位成
员，都希望能在研究上起引
领作用，很少有人愿意充当
协助角色。然而，不是所有
人都有资格去领导，这就造
成了导致浪费的重复和过
剩。调查者用各种借口去购
买同类型的设备器材，做着
同类型的数据处理。

——— 清华大学地球系
统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宫鹏
说。

降低退休年龄很容易，
但提高退休年龄却很难，对
中国来说，提高退休年龄要有
一个长期鼓动，取得共识的过
程。制定提高退休年龄的时间
表，不要一下子提高过多，小
步渐进，国外也是这样，提
高一岁要花好多年。

——— 社科院世界社保
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说。

孩子在日本上小学时，
有一年寒假老师只布置了
一项作业，就是回家在院子
里或附近种一棵小树苗，然
后每天浇水，并做好相应的
树苗生长记录。这是多么有
趣和富有创造力的作业。

——— 上海师范大学教
育学院院长陈永明教授说。

一般而言，社会很难做
到绝对扁平化，社会分层是
一种正常现象，这意味着社
会中总会有一部分人相对
处于上层。从社会稳定发展
的角度出发，更好地发挥精
英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
用，符合多数人的利益。

——— 国家旅游局政策
法规司政策研究处处长曾
博伟说。

思想的分化一定反映
了社会的分化，而社会的分
化最主要地表现在贫富分
化上。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
的弱势群体，权利和经济上
也越来越不平等。知识分子
为社会上哪一个群体说话，
决定了他们的立场。所谓

“屁股决定脑袋”，思想自然
产生分化。

——— 中国社科院哲学
研究所研究员徐友渔说。

□毛建国

近日，北京实验二小拟暂
停评选三好生。校长李烈称，

“三好生”的评选由来已久，从
操作情况来看弊大于利，“三
好学生”评选往往设置比例，
这和教育方针相悖。近年来有
教育界专家呼吁停止三好生评
选，因为这一做法“过早给孩子
贴上好坏标签”，不利于学生
健康成长。(2月3日《广州日报》)

经过这么多年的常识洗
礼，想不到现在还有很多人，
特别是一些专家学者依然有
着绝对化的思维。或许“三好

学生”评选存在着种种问题，
特别是存在着舆论一直诟病
的“过早给孩子贴上好坏标
签”问题，但“三好学生”评选
难道就没有可取之处吗？

现在反对三好生评选的
声音不小。著名生物学家、清
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
公就表示，“三好学生很难成
为科学家，尤其是德智体各方
面都是第一名的学生很难成
为科学家。我倒觉得有一些脾
气的学生很有机会。有个性的
学生做研究的潜力较大，而八
面玲珑的学生尽管讨人喜欢
却常常在研究上坚持不下

去。”看来真是术有专攻，施一
公先生毕竟只是科学家而不
是教育家。谁说学习好的学生
就一定没有个性？或许第一名
的学生很难成为最好的科学
家，但现在各个领域有所建树
的又有多少当初学习不好、各
方面表现不好的？如果说，认
为求学时表现不好就没有未
来是一种片面的话，那么，认
为求学时表现好反而没有未
来，更是一种片面、狭隘、不正
常的认识。

人的成长既需要动力，也
需要压力。“三好生”评选对于
那些表现突出的学生来说，就

是一种动力；而对于那些表现
一般化的学生来说，则是一种
压力。现在认为三好生评选有
不足，问题并不是产生在三好
生身上，而主要是在评选的程
序上。现在许多学校的三好生
评选，已经成为一种利益交换
工具，而且教育工作者也往往
放大“某一好”忽视了真正的

“三好”，这才导致三好生评选
缺乏公正，失去了正向激励和
反向鼓励作用。这只是在提醒
我们，应该更加完善三好生的
评选程序，让三好生评选发挥
出更大更好作用，而不是要取
消三好生评选。

或许三好生评选有一些
问题无法容忍，但这也建立
在寻找到替代的前提下。一
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需要一
些榜样力量引导，而从力量
发挥的效果来看，越是贴近
的越可师可亲可学，越能起
到榜样作用。在找不到替代
的情况下，拿什么树立榜样，
拿什么激励学生、鼓励学生？

没有必要妖魔化三好生。
当我们好不容易指出几个三
好生成长的反面典型时，却不
知道，在背后有更多的正面典
型。只不过大量的正面典型，
被人用一片树叶遮挡了。

“三好学生”的问题并非学生问题

>>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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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文化和学术价值，就是要高于权力和财富的价值。假如官职成为大学校园的“通行证”，一切资源
的配置皆以权力为主导，那么又何谈师道尊严？


	A0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