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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源危机危在信任不在“粥少”

浮光掠影新闻聚焦

代写情书

生源危机泛滥是目前高招录取中的不争事实，高职院校更是首当其冲。表面上
看，生源危机源于计划生育大背景下的学生数量减少和近些年来的高校扩招。实质
上，高职生源危机是考生及家长对于高职教育的信任危机。若想从根本上化解危机，
学校还须克服教育短视思想，在内涵建设上、提高民众的信任度上多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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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权”与“管好”缺一不可媒体观察

□郭东阳

高考即将来临。近日，中国教
育在线《2013年高招调查报告》指
出，2012年许多高校尤其是专业
院校空有招生计划，却无人可录。
生源危机迫使各地高校尤其是高
职院校想尽各种招生招数 ,全力
以赴死拼抢生大战。

生源危机泛滥是目前高招
录取中的不争事实，高职院校更
是首当其冲，危机泛滥，最“滥”
莫过于高职。表面上看，生源危
机源于计划生育大背景下的学
生数量减少和近些年来的高校
扩招。不过，在21世纪教育研究
院副院长熊丙奇看来，“僧多粥
少”只是人们的误解。“数据显

示，从高校入学率上看，美国为
82%，英国为63%，但我国在2010

年仅为26 . 5%。还有另外一个指
标，就是每10万人中接受高等教
育的人口。我们国家这个比例大
概是7%，而很多发达国家超过
20%，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发达国
家相比还有差距。”

实质上，高职生源危机是考
生及家长对于高职教育的信任危
机。这种信任危机源于由来已久
的盲目高学历崇拜、社会上的就
业歧视、劳动者尊严的衰落、职业
院校培养质量的不高等等。从长
远看，要想化解高职教育的生源
危机，需要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努
力，改变人们长期以来重学历、轻
能力的错误观念，消除非211、非

985、查三代之类的形形色色的就
业歧视，拓宽高职生的人才上升
渠道，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报酬，让
每一种职业都平等地受到人们的
尊重，对培养质量不高的学校要
实施市场退出机制。而对于职业
院校而言，重中之重是加快自身
的内涵建设，走出把自身等同于
培训机构只重技能训练或“黑板
上开汽车”只重理论讲授的办学
误区，既要培养学生的技能，也要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可持续发
展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建立人们
对高职教育的信任，化“危”为

“机”。
然而，目前我们看到，不少高

职院校为了“活命”，短视地把招
生宣传当成了“主业”、下足了“血

本”——— 竞相重金在媒体打广告，
出动大量人员、车辆下县进乡发
传单、做宣讲、建立招生网点，给
予介绍人物质奖励……某种程度
上，生源危机已经引发了院校间
的“无序火拼”。近几年的“无序火
拼”换来的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
个别院校多喝了一口粥，但终究
还是吃不饱，大多数院校反而肚
子更饿，少数甚至将被饿死。

在目前的困境下，加大招生
宣传以吸引学生的做法很有必
要，但要讲究适度、务本，招生宣
传的钱多花一分，用在学生培养
方面就少一分。若想从根本上化
解危机，学校还须克服教育短视
思想，在内涵建设上、提高民众的
信任度上多下功夫。

过劳死

新闻回放：5月13日傍晚，奥
美中国北京分公司一名年轻员
工李渊(化名)在办公室突发心脏
病，经抢救无效死亡，年仅24岁。
前段时间他就有些不舒服，但还
在连续加班，甚至在他死后很
久，他的工作QQ还挂在线上。15

日，搜狐公司17173网站一位年轻
员工，也因为病毒性心肌炎意外
死亡。

《新京报》评：李渊在办公室
突发心脏病，不久就因抢救无效
而死亡，是不幸的，但这种突然
的死亡，避免了很多法律上的争
议。因为《工伤保险条例》规定，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
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
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才能视同
工伤，得到相应工伤的赔偿；如
果超过48小时，就不能按工伤处
理。

一方面，《工伤保险条例》立
法本意在于救助工作中的事故
伤害，而不是员工发生的疾病
(因为员工疾病本应由医保来承
担)，只是把“突发疾病”引发的
48小时内的死亡，纳入“视同工
伤”的保护范围。工伤保险本身
不可能无限制扩张，把所有“突
发疾病”都列为工伤。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现在
白领的工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

的体力劳动，往往短期压力大，
上班下班没有明显界限。显然这
种长时间压力巨大的工作方式，
对员工的健康造成了实质性影
响，但这种“过劳”状态，却没有
像职业病那样纳入劳动保障的
范畴。

贴牌洋奶粉

新闻回放：针对目前国内贴
牌洋奶粉乱象，央视播出了记者
关于贴牌洋奶粉的调查。一种是
以中国公司的名义申请新西兰
商标，只需交5100元，但产地不
能写新西兰；另外一种是在新西
兰注册皮包公司，只需花一万多
元，就可拥有一个原产地新西兰
的品牌。

《广州日报》评：此类事件层
出不穷，但贴牌“洋奶粉”仍然能
够大行其道，直到今日还有那么
多人上当受骗的原因不外乎几
个：

一者，多数贴牌“洋奶粉”是
通过网购、邮购或母婴连锁店体
系进行销售，较少通过大型超
市、商场等渠道销售，而且这些
产品所针对的又是那些渴望购
买“洋奶粉”的中小城市、内地城
市中高收入群体，这种销售渠道
和目标的刻意选择，无疑避开了
被消费者戳破真相或者维权的
风险。

二者，由于国产奶粉不争
气，经过“三聚氰胺”等一系列
让人心惊肉跳且防不胜防的事
件后，消费者对国产品牌奶粉

渐渐失去信心，于是人们开始
追逐价格畸高的洋品牌。这就
给了贴牌“洋奶粉”生存的土
壤。

三者，贴牌“洋奶粉”的大行
其道也与监管缺失有关。尽管贴
牌“洋奶粉”质量稳定性堪忧，而
且还存在夸大或者虚假宣传的
问题，但质监部门很难判断奶粉
是否完全是进口奶源。同时，法
律法规也没有界定监管部门的
职责，而国外更是“你不在那卖，
政府管不着你”。

《京华时报》评：贴牌加工，
通常运用于制造业，而不会用
在食品业。在食品业代工一旦
出现质量问题，对公众安全、行
业和企业都会带来不可估量的
损失。但是，对于什么行业适用
于贴牌生产，什么领域不适用，
迄今没有明确规定。买个廉价
洋品牌以图牟利，实际上没有
什么风险。

“挟洋牟利”只会再伤奶粉
业。因此，当务之急是扎牢相关
制度的篱笆。对于奶粉业这一
类涉及公共安全的产品，应该
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加强管理。
除确实在国外建立完整生产链
的产品外，其他玩贴牌游戏的
产品，理应禁入市场。除了提高
市场准入门槛，还需要司法介
入。这一类贴牌游戏，是否涉嫌
违法，如何量刑，需要明确的司
法解释。

“重典治乱，点亮百姓安全
餐桌。”这是国务院电视电话会
议就食品安全问题提出的要
求。重典治贴牌洋奶粉乱象，此
正其时。

县改区、市改区问题是我
国城镇管理体制的一个弊端，
也是造成城市摊大饼发展的重
要原因。地级城市通过行政手
段获取下级县市土地和财政资
源，不顾当地居民的反对，任意
将空间上独立的县城划为市辖
区，严重遏制了中小城市发展
的活力。

——— 金矢(城市规划专家)

年轻人必须思考的4大问
题：1 .什么是失败？放弃就是最
大的失败。2 .什么叫坚强？经历
许多磨难、委屈、不爽，你才知
道什么叫坚强。3 .你的职责是
什么？比别人多勤奋一点、多
努力一点、多一点理想，这就
是你的职责。4 .傻瓜用嘴讲话，
聪明人用脑袋讲话，智者用心
讲话。

——— 马云(商人)

新闻：中国的家庭幸福吗？
对此，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
机构发布了相关报告，试图给
出答案。报告显示，目前我国有
1/3以上家庭感到非常幸福，健
康、人际关系、社会保障、社会
公平感等是当前影响家庭幸福
的重大因素。(人民日报)

点评：强烈建议门户网站网
调以正视听。

新闻：“右手拿鼠标垫捂住
儿子口鼻，左手用手机自拍视
频，三分钟后，见孩子还在挣
扎，再次捂住儿子……”眉山仁
寿县，女子欧某拍下自己杀子
视频后自首。而她这样做的动
机居然是：想犯罪后，被送进看
守所见丈夫。(华西都市报)

点评：没知识不懂法，太荒
唐太可怕。

新闻：相关机构对139家上
市公司统计发现，近6年139家
房企缴税额高达6429 . 7亿，而净
利润6265 . 4亿，房企缴税额与净
利润额一样，逐年递增。房地产
是地方政府最强劲的收入来
源，而且是一菜四吃：卖地、开
发商的税收、卖房人和购房者
的税收。(21世纪经济报道)

点评：怪不得房价不降反
涨。

新闻：近日，微博认证用户
赵所生发微博称，武松原在江
湖卖艺后做了捕快，不久被解
职。新任知府之子蔡銎无恶不
作，人称蔡虎。武松便将其砍
死，为民除害。他相信施耐庵据
此塑造出小说里武松的形象。
(武汉晨报)

点评：武松打的不是虎是寂
寞。

@秋心：小学女生代写情书5元
一封，包年套餐需1000元。
@于翰728：80后暮气沉沉，90后
正在长老，00后瞬间把80、90后
们拍在沙滩上了。
@非右：当年怎么没有想到这么
好的业务，现在再来开展是不是
太迟了。
@QQ爱：呼吁父母再忙也要多
陪陪孩子多关心孩子，不要以为
给钱就是爱。
@雪晴乐yoyo：现在的孩子本来
就没什么自由的空间，应该对他
们更加宽容些。
@悠悠：早恋催生产业链，精明
还是懵懂？
@茄子快传：这小丫头够有商业
头脑的啊！
@联创：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
更比一代强。

在过去一个多月里，国务院
已经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
批事项，努力兑现着行政体制改
革的承诺。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
革开放，人们已经明确认识到，政
府不是越大越好，权力必须限定
边界。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政府，
也就意味着权力的不受约束，以
及由此产生的腐败和低效。对权
力边界的认知，伴随着市场经济
的逐步建立而日渐明晰，政府管
得过多、权力过大的弊端，也在这
一过程中凸显。

审批一个项目，需要盖200多
个公章，显示着审批程序的繁琐；

“落马”官员卸任前突击审批项目，
暗示着审批中的权力腐败。当一个
项目，在几十个政府部门、无数的

文件和上百个公章间“流转”时，当
权力寻租总与各类审批相关时，其
间的黑洞有多大，可想而知。减少
审批项目，简化审批程序的放权，
正是要改变约束市场活力的管理
方式，尽可能减少权力腐败。

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将权
力关进笼子里，呼应民众对廉洁
高效政府的期待。放权的关键，是
限制权力，管好四处乱伸的有形
之手，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激发
社会和个人的创造力，“把政府工
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上来”。

对于习惯了政府包揽一切的
社会而言，对于习惯于权力无所
不能的官员而言，“把该放的权力

放掉”，并不容易。也因此，李克强
才会在电话会议上说，开弓没有
回头箭，下一步还要继续推进，以
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坚决打好这
场攻坚战。他同时指出，改革不仅
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
改善政府管理，管住管好该管的
事。放和管两者齐头并进。

如果说“放”，体现了政府自
身改革的勇气，那么，“管”则是政
府对自身责任的担当。我们在强
调政府放权，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和社会创造性的同时，也要看到，
市场并非万能，缺乏监管的市场，
会出现种种“病态”；社会组织也
并非力量无限，在社会和个人力
所不能及的地方，需要政府“大包
大揽”。有了政府的放手，市场、社

会组织、个人才能够不受束缚，充
分发挥主动性；有了政府的有效
监管，才能培育好市场经济，避免

“劣币驱逐良币”；有了政府的托
底，社会和个人才能没有后顾之
忧，轻身前行。

管好的关键，是法治。如同李
克强所强调的，“市场经济的本质
是法治经济，行政权力必须在法
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运行，同时也
要依法规范企业、社会组织和个
人的行为。”突破法律框架的

“管”，有可能变成另一种权力的
扩张，导致下放权力的改革无功
而返。政府依法管理，才能在有效
约束权力的同时，为市场和社会
提供良好的行为规范。

(原载于《中国青年报》)


	J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