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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大学应该呵护学生的理想主义情怀

□本报评论员 吴华伟

“不用说别的，单看今日
的大学校长们，将官员之做
派做足，扫学人之斯文于尘
埃，就知道物质繁荣之世未
必不是精神贫困之际。”

这不是一个校长的开学
典礼讲话，也不是一个批评
家的讨伐词，这是清华大学
法学院教授许章润写给大学
新生的一封信，发表在9月3

日出版的《财经》杂志上。在
题为“院训——— 给法学院新

生的一封信”中，许教授用平
缓但又犀利的文字，告诉大
学新生们要“以学术为公器，
奉公道为正道，大家才好安
身立命。”

许教授的这篇5000多字
的长文虽说主要面对清华大
学法学院新生，但其中表达
的良好愿景，也基本上适用
于全体大学新生。对于刚进
入大学的学生们来说，应该
如何度过四年大学生活，树
立什么样的人生理想，确实
是一个一入学就要好好思索
的问题。

对于1994年前后出生的
这批大学新生们来说，他们

生活在一个物质相对丰裕的
社会，从小“免予饥饿、恐
惧”，选择机会也更多，但同
时，他们又是生活在一个“贫
困”的时代，在就业、考研等
现实的压力面前，一部分学
子早早地“委身于利，听命
于势”，在应该怀抱理想的
年龄早早地失去了理想与信
念。几个月前，北京大学教授
钱理群就曾批评道：“我们的
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
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
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
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
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
目的。”如果我们的大学生，

特别是北大、清华这些名校
的天之骄子，从入学第一天
起，词典里就只有“拼搏”

“奋斗”“成功”这几个可怜
的 词 ，不 认 真 思 考 道 德是
非、人生意义及社会公正等
问题，那么如何真正安身立
命？

当然，承担责任，并不是
说要绝对脱离现实生活，我
们不是要求大学生们不食人
间烟火，尤其对那些贫困大
学生来说，生存是第一位的，
我们只是不想看到大学生完
全沉溺于功利世俗中。未来
的二三十年，中国将扮演负
责任的强国、大国角色，需要

一批人担负起这样的责任，
而这批人中的绝大部分将从
今天的大学生中产生。这些
在校的大学生们如何认识社
会，如何守望良知，如何坚持
公平正义，影响着今后中国
的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大学生们从入学第一
天起就应该有长远眼光，一
方面要学会好好生活，活出
丰盛幸福的人生，另一方面
要努力避免功利世俗的影
响，践行公平正义，真正以建
设国家、改良社会为己任。

在对大学新生寄予厚望
的同时，我们更应看到，现在
大学本身的功利化倾向正对

大学生们的成长产生着不
良影响，甚至让一些大学生
们更加无助和迷茫。正如许
章润在信中所说，“我们的栖
身之处原来‘失魂落魄’，或
者‘没心没肺’，甚至‘狼心狗
肺’。”此话虽有些极端，但也
道出了部分实情。“教育需
要乌托邦”(教育家刘道玉
语 )，对于这些涉世未深、可
塑性还很强的大学新生们
来说，我们的大学校长、老师
们是不是也应该洁身自好，
努力呵护学生们的理想主义
情怀，为他们提供一个能够
坚守理想与信念的“乌托邦”
呢？

如果从入学第一天起，词典里就只有“拼搏”“奋斗”“成功”这几个可怜的词，不认真思考道德是非、人生意义及社社
会公正等问题，那么如何真正安身立命？

□张国栋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
贾汪区要求全区600多名
科级干部要在网上如实公
布其个人财产，接受群众监
督。因为书记、区长不参与
财产公示，有基层干部对此
提出质疑。专家则表示，财
产公示须建监督机制加以
保障。(9月3日《京华时报》)

官员财产公示，“一把
手”却不参与，个中原因不

得而知。但有道是火车跑
得快全凭车头带。实施官
员财产公示也一样。假若
主要官员隐而不示，上榜
的大多是些基层官员，那
么这样的公示是没有多大
意义的。实施财产公示制
是加强党风和廉政建设，
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重大
举措。从近些年反腐斗争
的实践看，腐败高发易发
群体，也是各地各单位的

“一把手”或主要官员。

因此，既然“要上网就
上外网，要公开就彻底公
开”，“一把手”就应身先士
卒，为其他官员作出廉洁的
证明。如果只公示部下的财
产，不公示自己的财产，不仅
基层干部不服气，公示的威
慑力也会打折扣。而且，“一
把手”权力大，更有贪腐可
能，如果不参与，未免让人
怀疑。从这个意义上说，“一
把手”不参与的财产公示，显
然算不上是真正的公示。

□水易寒

乱丢垃圾罚200元，随
地吐痰罚200元，未清理
路边宠物粪便罚5 0 0元，
禁烟场所抽烟罚5 0 0元，
在 非 指 定 场 所 放 置 、倾
倒、焚烧垃圾罚5000元，损
坏、拆除环境卫生设施罚1

万元……8月28日，曾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的《深圳特
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
案 )首次接受深圳市人大
常委会审议。(9月3日《工
人日报》)

深圳这个文明行为促
进条例，一旦真的实施，深

圳恐怕真的会成为另类的
“特区”，冰冷的“特区”，不
讲人情味的“特区”。为什
么这么说？因为这个条例
根本不可行。现在，很多人
可能会拿新加坡说事，可
是两个地方情况完全不
同。

新加坡地方很小，人
口也很少，居民素质也较
高。而深圳目前居住的外
来人口数量非常庞大，一
些人来自农村，素质相对
偏低。

其实，新加坡的管理
方式是公众参与城市管
理，而且文明并非一夜之

间靠罚款促成，是靠几十
年的居民素质和培养逐步
熏陶达到的。据报道，自
1958年以来，新加坡一共
发动过100多项全国性公
民运动。而且运动期间，被
发现违例者不罚款，而是
被警告一番，好让他们适
应新的法规。

所以，深圳千万不要
以为采取一刀切的罚款方
式就能促进城市文明。城
市文明不是一天练成，更
不可能靠罚款铸就，是靠
公务人员带头来引领社会
风尚，逐步提高公民素质
和修养才能实现。

吐痰重罚，少拿新加坡说事

不含“一把手”的财产公示是“假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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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曝光在

改变中国反腐格局

互联网能够做到强化、放
大单项信息，从而真正做到围
绕腐败问题对干部“一票否决”。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官员所
处的安全及升迁环境。过去官员
们更多地对上负责，也对辖区
民意负责，今后他们还需在公
共表现上对互联网负责。

必须鼓励互联网对反腐
发挥的特殊正面作用。应当让

“撞上谁，谁倒霉”的监督方式
自然发展一段时间，巩固它对
各种腐败行动的震慑。(摘自

《环球时报》社评)

警惕公共事件

次生灾害

灾害学中，人们一般将最
早发生的灾害称为“原生灾
害”，而由原生灾害所诱导出
来的灾害则称为“次生灾害”，
许多时候，后者的危害更大。
如果说，一些公共事件的发
生，可以称之为“原生灾害”的
话，那么因处置不当引发猜测
质疑，甚至成为新的公共事
件，则可称之为“次生灾害”。

令人遗憾的是，在许多公
共事件中，有关部门因为各种
原因而导致的应对失当，不仅
未能将对公共事件的处理，转
变为有修复公信力的契机，反
而使“处理”本身成为“新闻”，引
发“次生灾害”。不仅让公共事件
久拖不决、愈演愈烈，还会使公
众和舆论的质疑矛头对准处置

者本身，从而降低自身的信任基
础，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这一
现象，应该引起足够的警醒和反
思。(摘自人民网，作者：范正伟)

义务教育学校标准

应全国统一

为了体现教育的平等性，
避免优质教育资源向部分学
校倾斜，形成重点校和薄弱
校，学校硬件均衡是确保教育
均衡发展的第一步。在一些国
家，不论是山区学校，还是繁
华的城市学校，所有的教育教
学设施均以全国统一标准配
备。例如，日本茨城县麻生高中
是一所建校82年的乡村学校，也
配备着与首都东京的学校几
乎相同的基础设施：一栋多功
能的教学楼、一座体育馆、一
个运动场、一个游泳池。(摘自

《光明日报》，作者：胡乐乐)

>>媒体视点

2009年起，“拍打拉筋自愈法”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多地悄然兴起。该
疗法的推广者萧宏慈被支持者称为“神医”，而“拍打拉筋法”则被称为“治
百病的神功”。据报道，2011年，萧宏慈及其相关项目仅办班一项收益就达
940万元，而每月书、光盘等的销售额约为15万元。

这个社会根本不缺滋养“神医大师”的肥沃土壤。只要这种非理性的大众
情绪仍然普遍存在，即便是今天“神医”萧宏慈又被人从神坛上揪下来，明天
人们还会把另一个“大师”捧上神坛。

“神医”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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