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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倩倩

花巨资安装天文台，现在几乎成
摆设，一些学校的天文台门都生了
锈，有的门都锈住，学生以为是装饰
建筑。泰城部分高中在近 10 年间设
置的天文台，现在大都废弃，有的改
造另作他用，贵重的设备闲置已久。
(本报 4 月 10 日 C04 版报道)

显而易见，校园天文台已成为一
个“形象工程”或曰“面子工程”，并且
因为“一不小心”，“面子”都已锈迹斑
斑，其中也不乏搞素质教育，应付上
级检查的意味。

曾有一篇报道指出，浙江 6 9 0

余座校园天文台多数成摆设，以每
个天文台耗资 25 万元计算，仅浙江

省为此投入 1 . 7 亿多元。笔者很难
将如此一笔巨额投资和校园联系到
一起。正如奢侈品牌、跑车、别墅一
般，这笔钱买的是脸面，起到的作用
无非是为学校贴金罢了。当学生就
读三年甚至不知天文台为何物，又
如何谈到受益。

学校给的理由看似很充分：高
中学生课业压力太大，同时对这个
感兴趣的又不是太多，久而久之就
不用了。如此看来，天文台在设置之
初，并未进行过调研和考证。有多少
学生感兴趣，有没有相关课业安排，
有无专业老师指导，如果做足了调
研，又怎会出现废弃现象。学校起初
争先恐后建天文台的举动未免太过
盲目。

校园天文台成奢侈摆设，其实不
是孤立的，也再次撩开愈演愈烈奢华
办学的面纱。不少地方中学校园里堆
假山，铺草坪，建起大广场、音乐喷
泉。城市建设反复拆建的恶性循环现
象，在学校中也已出现。

学校奢华办学大多打着“创办一
流学校让学生受益”的旗号，且不说
如果只有一个豪华的壳子，大学也
罢，中学也罢，都永远与一流无缘。更
不必说，有些豪华的壳子是背着巨额
债务换来的。高价天文台只是一个缩
影，过度追求面子、应付检查的同时，
学校还应该做足“里子功夫”。毕竟，
只有优质的教育才能真的让学生受
益，让学校跻身一流。

□邵艺谋

4 月 3 日，一游客爬泰山突然晕
倒，很多人围观却无人帮忙。关键时
刻，一女孩用专业救助方法在他牙齿
间垫上筷子并喂水，这一幕被全程拍
下发到网上，短短一天点击量超 30

万，女孩被称“最美女游客”。(本报 4

月 11 日 A12 版报道)

爬山路上遇见他人有难，女孩出
手相助，用专业娴熟的救治技巧救醒
男游客。救人时，女孩对围观游客说
了一句“再不救他，就没命了”。笔者
相信，女孩做出这样的选择，一切出
于本能，出于与生俱有的爱人之心。

最近，类似感人事件常见报端，“最美
妈妈”徒手接住坠楼女孩，烟台姑娘
刁娜车流中英勇救伤者，“雨伞女孩”
为一位躺在路边受伤的妇女撑伞。这
一切都说明，这个被批“道德滑坡”的
时期还有不少温暖存在。

令人遗憾的是，女孩救人时，也
有围观游客劝她“不要乱碰”，这不禁
让人想到去年发生的“小悦悦”事件，
也让人想起那些倒在路面无人帮忙
的老人。每当发生这样的情形，仍有
不少人想到救人反被讹的例证，想到
一旦伸手相助被讹高额医疗费……
越是想到这些，就越是害怕，越是掂
量揣摩，就越来越失去救人的本善，

当然也就失去救人的良机。
“最美女游客”救人时，一切都出

于本善，没有对后果的掂量，也没有
怕被敲诈。也许我们也有和她一样的
爱心、善心，但当面对需要帮助的人
时，我们未必会有和她一样的勇气。
在陌生的地方救助一个素不相识的
人，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而这份勇气，
正是现代社会急需的。

“最美女游客”用自己的勇气和
善良告诉大家，做一个好人、做一个
助人的人实很简单。我们有理由相
信，在善良和本真面前，会有更多“最
美的人”站出来，续写大爱、无私和正
义。

用善良和勇气做个最美的人

别让高价天文台成“豪华摆设”

□梁敏
泮河岸边经常有人私自拉网捕鸟，

河边原有上百只鸽子，现在只剩下几只，
河内名贵的鸳鸯也快消失了，就连鸟叫
声都少了很多……几处隐蔽的网绳，是
造成这一悲剧的元凶。(本报 4 月 1 0 日
C08 版报道 )

捕杀鸟儿、破坏生态环境遭人唾弃，
又要承担以身试法的风险，为什么捕鸟
者还要去冒大不韪？答案显而易见，因为
利欲熏心，野鸟可以卖钱。相比辛苦劳
动，捕鸟几乎不需成本，拉开大网等待鸟
儿自投罗网，赚到的全是“纯利润”。如此
赚钱捷径，自然有人铤而走险。

面对捕鸟者，大家的谴责显得苍白
无力，需要法律手段来制止。我国《野生
动物保护法》规定：私自拉网捕鸟属违法
行为，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私自捕鸟。如
果捕杀国家二级以上保护鸟类，要追究
刑事责任。泮河岸边的捕鸟网对有关部
门监管方式提出挑战，我们希望“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林业部门和
公安机关严惩捕鸟者，惊醒所有捕鸟者。

但仅靠相关执法部门严查，只是解
决问题的一个方面，要彻底让鸟儿自由
自在地飞翔，还要靠所有潜在“消费者”
来切断捕鸟卖鸟的利益链。捕鸟者之所
以胆大杀鸟，是因为有人买，而且需求旺
盛。正所谓“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说到
底，吃鸟肉的人也是幕后元凶之一。对很
多人而言，烹调各种野鸟只是偶尔尝个

“鲜”；对鸟来说，却是性命攸关；对于自
然和生态来说，则是难以复原的遗憾。这
样的“鸟事”，值得人人去关心。

鸟类是人类的朋友，保护鸟类已成
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环境保护、科学
文化素养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的美好环境，
需要大家从自身做起，共同努力。

张网捕鸟

失德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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