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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考生权益”不应是特殊权益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日前，全国政协委员、
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
教育部的“高考方案”将在
上半年出台，其中会涉及相
关“异地高考”的原则。各地
将依照教育部的“高考方
案”，提出具体实施办法，要
在年底前出台有关允许“异
地高考”的时间表。

主管部门如此紧锣密
鼓地推进“异地高考”的改
革进程，对于为数众多的

“随迁子女”而言，无疑是一
个好消息。但杜玉波同时又
表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
之所以难，就难在“既有要

解决的问题，又有不能碰的
问题”，“既想到要解决‘随
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
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
的权益”。

据相关统计数据，目前
各地“随迁子女”数以千万
计，仅在北京一地便超过了
4 0万。如果按照现有的政
策，这些孩子中的绝大多数
在面临高考时，都会因本地
户籍限制，需要迁回老家参
加考试。形势所迫之下，一
些家长不得不放下工作，回
原籍陪着孩子接受教育参
加高考。人力物力上的耗
费，或许还不是最重要的。
很多回迁的考生在转校之

后，骤然失去了熟悉的学习
生活氛围，心态受到严重影
响，导致成绩大幅退步。

一些在北京、上海等大
城市打拼多年的外地人，通
过自己辛勤的努力创下自
己的事业，也为城市的发展
进步贡献了力量，但令他们
无法接受的是，尽管他们的
个人能力已经得到了社会
的认同，但户籍却成了撕不
掉的身份标签，甚至成为影
响下一代成长与进步的壁
垒。“随迁子女”的家长和拥
有当地户籍的居民同样工
作、同样交税，孩子也跟当
地的孩子同样上学、同样成
长，但在面临对人生具有重

大意义的高考时，作为外地
人的他们，却只能和这座熟
悉的城市分道扬镳，重新规
划未来。

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是
高考的价值所在，但严格的
户籍限制显然让考生站在
了不同的起跑线上。由于各
地考生水平的差异，一些由
京沪返回原籍的“随迁子
女”，可能面临更为激烈的
竞争，甚至需要比本地户口
的同学们付出加倍的辛苦
和努力。

实际上，影响“异地高
考”改革的那些“不能碰的
问题”，还是根深蒂固的教
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而

所谓”北京、上海当地考生
的权益”，本质上是在现行
的制度下，这些考生通过户
籍壁垒取得的一种特权，是
一种有违公平的权益。

多年来，教育专家、“随
迁子女”家长呼吁“异地高
考”改革的事情一直在做，
但除了山东省做出了相应
的努力之外，各地的实质性
突破并不多。改革应当有足
够的诚意和勇气，更多地为
利益受损的弱者争取权益，
而不应总是试图维系既得
利益者的权益。没有针对事
实进行关键性的突破，很多
措施很可能最终流于形式，
口惠而实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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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崔滨

“作为价格主管部门的
负责人，我今天借这个机会
要做自我批评，在稳定物价
方面有一些工作还没有完
全做到位，没有能够实现4%

这样一个调控目标。”在5日
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专题新闻发布会上，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坦诚
地向媒体和民众表达了对
物价调控目标未能达到的
歉意。

应该说，这次并不多见
的致歉，让民众感受到政府
对于稳定物价、保障民生工
作的格外重视。在过去的一
年里，猪肉价格不断上扬，
奶粉、洗化用品、棉质服装
的涨价此起彼伏，CPI一度
攀升至两年多以来的高点，
的确让不少人感到了沉重
的压力。

不过，正如张平自己分
析的，目前我国经济已经进
入了成本上升阶段，之前由
于种种原因一直被压抑的基

础商品和劳动力价格，正逐
渐向合理的价值水平回归。

种植粮食、蔬菜的农民
辛苦劳作一年反而要倒赔
钱的尴尬，正随着食品价格
的逐渐升高，摆脱了“菜贱
伤农”的窘境。新一代农民
工对城市和美好生活的向
往，推动着企业慢慢提高从
前过于廉价的工资水平。以
往带有公共福利性质的水
电气油价格，也在稳步推进
的资源产品价格改革步伐
下，逐渐回归其合理价值，

并初步显现出价格杠杆的
调节作用。

应该说，这些涨价背后
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勾勒
出了当下中国经济领域改革
的努力，那就是更多地用市
场的手配置资源、形成价格。

但应该看到的是，物价
与民生密切相关，与百姓生
活稳定紧密相连，“米袋子”
和“菜篮子”甚至成为考核省
长、市长工作的重要内容。而
且，建设一个完善、公平的价
格体系，是一项浩大的系统

工程，除了单方面的价格调
整，居民收入、社会保障等
诸多因素都要相应跟上。

正是价格的重要性和
复杂性，使得我国的价格体
系建设道阻且长，但也正是
价格的重要意义，使得我们
即使面对再多的困难，也要
推进这一体系早日完善。

眼下，中国经济将再度
面对将物价涨幅控制在4%

左右的挑战，希望张平此次
坦诚的道歉，能够加快理顺
价格体系建设的步伐。

即使考虑到国际外部
需求下降，中国进出口总额
今年将会突破4万亿美元，
从而超过美国和欧盟，成为
世界最大的贸易体。

——— 清华大学国情研
究院院长胡鞍钢说。

当那些功成名就的作
家都躲在书斋里憋足劲儿
试图炮制“红楼梦”的时候；
当那些更年轻的作家躲在
现代文学工厂里“指纹打
卡”的时候，我要说，“70后”
这一代作家任重道远。他们
业已开始成为中国当代文
学的主力。

——— 文学评论家张柠
说。

许多微博都有意思，而
有意思恰恰是危险的，是陷
阱。你有意思，我比你更有
意思，都比着怎么有意思。
说到底是我们在玩，不但在
玩微博，还在玩意见表达。

——— 作家梁晓声说。

一个靠拼爹才能出头
的社会，是没有希望的社
会。上一代的资源优势必须
通过公平的渠道进行传递，
必须给底层的人看到向上
流动的希望。做到这一点，
就是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
环境。

———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卓元
说。

中国股民其实是挺可
怜的，熊长牛短，难得有点
小阳春、小牛市，希望管理
层能珍惜。新股的发行，应
该有所节制。

——— 复旦大学金融与
资本市场中心主任谢百三
说。

一个民族必须要有根，
必须要有本，而这个根和本
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没有
传统文化，你怎么去接受外
来的文化？接受现代的文
明？你的载体在哪里？没有
一个基本的载体怎么去吸
收呢？

——— 香港作家协会监
事长张国良说。

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
是两个不同概念，有些动物
通过人工饲养已经繁殖了
二代三代，这个在动物的分
类学和保护上，与野生动物
不同。

——— 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局长王国强说。

一个道歉道不尽物价的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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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去哪了

编辑：
你好！
看了《齐鲁晚报》这几天

关于服务员称人大代表为
“首长”的报道和评论，心里
很纳闷：我们过去一直沿用
多年的称呼“同志”跑哪里去
了？

近半个世纪前，开国领
袖毛泽东给一个普通士兵
雷 锋 题 词“ 向 雷 锋 同 志 学
习”，其中的称呼就是“同
志”。而党内也明确规定，

一般场合不称职务而一律
称呼“同志”。“同志”，志同
道合、团结亲密，不分老少
男女，不论职务高低，没有
妄自尊大，上下和谐，勃勃
生 气 。多 好 ！可是谁 曾 想
到，“同志”这么好的称呼
却随着时间的流水漂泊而
去！先是社会上“先生”“小
姐”流行，后来机关单位都
叫职务、职称了，当面叫“X

长”“书记”，背后则用“大
老板”“老大”等称呼来调
侃嬉戏！如今，人大代表又
被叫成“首长”了，不由感
到 悲 哀 和 滑 稽 。是应该让

“同志”回归的时候了！
读者：纪慎言

给海洋国土“画像”

编辑：
你好！
读3月5日《齐鲁晚报》透

露的全国政协委员郝政利的
提案内容：在地图上更加明
确我国300万平方公里的海
洋领土。他提的提案很好，我
很支持。关于陆地国土，一般
国民都会想起“雄鸡”的形
象，但是我们的海洋国土是
什么轮廓，很多人并没有印

象。在中国地图上用与陆地
国土相同比例尺标明海洋国
土的面积，国人心中就有了
明确清晰的认识。领土和主
权完整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马虎。

读者：闫树友

再提勤俭节约

编辑：
你好！
《齐鲁晚报》3月5日报

道，李毅中炮轰节能减排空
喊口号，“外面阳光灿烂，室
内为何还开这么多灯”，真是

一语惊醒梦中人。室内“长明
灯”的现象时常可见，很多人
也已经习以为常。提到节能
减排，不少人都觉得这是政
府的一项宏观政策，与自己
没多大关系，工作和生活中
用 水 用 电 无 节 制 。长 期 以
来，我们已经接受并习惯了
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
处处追求大的、贵的，而不
是合适的。现在正在提倡学
习雷锋，希望更多的人能由
此重新想到被淡忘的勤俭
节约精神。节约从自己的每
一天做起。

读者：王海波

>>声音


	A0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