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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给考生一个接受平庸的机会

□本报评论员 王昱

今天是山东省高考放榜
的日子。每年这个时候，有关
高考的新闻多少已经趋近程
序化。从媒体到学校，所关注
的多是各地的高考状元。

“九衢莫怪人争看”，对佼
佼者的关注是人的本性，但那
些成绩一般的大多数考生，更
值得我们去关注和思考。因为
他们将会成为社会的主体，他
们的命运与未来，关乎整个社
会的命运与未来。

放榜的这一天，最纠结的
或许是那些成绩平平的考生。
但可悲的是，他们的这份纠结
其实意义不大——— 毕业于一
所一流的二本学校还是二流
的一本学校，在“结构性失业”、

“最难就业季”的当下，其实无
甚区别。在考研中打“翻身仗”
可能是他们的备选项。然而，
作为与高考同样的选拔考试，
考研注定也只能成就少数人。

其实，就算在这些考试中
成功又能如何呢？学历的“通
货膨胀”，正让“名校生”这块牌

子日渐失去往日的光泽。高考
的胜利者在享受了“一日看遍
长安花”的短暂欢愉之后，很
快就会意识到，自己所拿到的
不过是另一场残酷厮杀的入
场券。

高考，这个曾经被很多人
称为“一考定终身”的考试，正
在日渐沦为很多中国人一生
中要经历的无数场竞争中的
普通一场。这些竞争的规则有
类古罗马决斗比赛——— 失败
者下场可悲，而胜利者的奖赏
只是有资格继续战斗。

为什么会这样？归根结
底，正如舆论喜欢热捧各类高
考状元一样，我们社会目前
还是一个喜欢“锦上添花”的
金字塔式的结构。社会资源
因为“赢者通吃”，逐渐向塔
尖集中。这个残酷的现实造
成了年轻人不得不拼尽其所
能向上谋取更高的社会地
位。高考竞争的残酷和应试
教育的痼疾难改，和“拼爹”

“嫁得好”等现象一样，实则
反映的是对中下层生活状态
的恐惧。如果“平庸”意味着贫

穷，那么年轻人就只能竭尽所
能地“拒绝平庸”。

任何一个社会的精英都
是极少数的，大多数人难免平
庸。现代社会应当平衡社会资
源，让大多数人能体面地生
活，“享受”他们的平庸。只有
社会认同人们有享有平庸的
权利时，才更有助于精英涌
现。乔布斯之所以敢于选择退
学而留在学校里听课，不是因
为他坚信自己一定会成功，而
是他知道即便失败也不会惨
到衣食无着。

平衡社会资源，让年轻人
无论上一所什么样的大学、从
事什么样的职业，都能体面而
有尊严地生活。只有这样，才
能让中国学生从残酷而无休
止的“过关斩将”中停下来。也
许，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所
以，今天，我们除了对高考中
的佼佼者说声“祝贺，再接再
厉”，更希望有一天，我们的社
会能为竞争中的落败者留个
机会，给平庸一个机会，给大
多数人一个机会。

对佼佼者的关注是社会的本性，但那些成绩一般的大多数，才是社会的主体。希望有一天，我们的社会，能为
竞争中的落败者留个机会，给平庸一个机会，给大多数人一个机会。

受“诱拐”不中招，未必就有安全
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确有必要，不过，如果整个社会不能给孩子创造安全的环境，买卖儿童仍有存在

的空间，家长的教育再完善，孩子的警惕心再强，恐怕也无济于事。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近日，日照一家幼儿园
组织了一场诱拐试验，由民警
和记者扮演“坏叔叔”、“坏阿
姨”，零食、玩具等轮番上阵，还
不到半小时，就有十余名2岁至
6岁的小朋友被轻松“骗”走。

这场试验让在监控室观
看的家长心惊肉跳，看来，加
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确实很有
必要。不过，单纯培养孩子的警
惕心，又能够取得多少效果呢？
如果整个社会不能给孩子创造
安全的环境，诱拐、买卖儿童

仍有存在的空间，家长的教
育再完善，孩子的警惕心再
强，也无济于事。

为了保护孩子的安全，
家长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但过多的保护，有时候也会
让教育本身陷入尴尬。在现
实生活中，很多家长对孩子
的保护可谓无微不至，始终
让孩子在视线之内，甚至严
禁孩子与陌生人说话。这些
方式用心良苦，但从小培养
对社会的警惕心，增加对外
部世界的冷漠，对孩子的成
长恐怕也没什么好处。既要

培养自保意识，又想让孩子更
好地融入社会，这让很多家长
感觉尴尬，两相比较，只能优
先考虑前者了。然而，再细心
的家长，也难免百密一疏，防
得住诱拐，防得住偷抢吗？如
果买卖儿童仍然有市场，做百
场千场诱拐试验，也很难带来
真正的安全。

防止买卖儿童，就要切
断其中的利益链。我国刑法
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收买
被拐卖儿童“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对
被卖儿童没有虐待且不阻碍

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
究刑事责任”。公安部打拐办
主任陈士渠接受采访时称，
这是在暴力抗法多发情况下
做的一种妥协，现在环境变
化了，有必要做些调整。今年
5月，河南宜阳县法院在一起
拐卖儿童案中，判处买主杨
某六个月有期徒刑，刑期虽
短，但也赢得了舆论的赞扬。
在法治社会里，如果能用法
律的力量营造安全的氛围，
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也
能少一些纠结。

不过，法律规定再严格，

没有执行也只能是一纸空
文，打击拐卖儿童，还需要公
安机关和社会公众共同努
力，加强信息公开，加大破案
投入。就像美国建立了儿童
绑架警报系统，案件发生后
迅速通过广播、电视等公开
信息，FBI等机构也会迅速介
入。法案实施后取得良好的效
果，法国、英国、瑞士等国此后
也建立了类似系统。在中国，
如“宝贝回家”网站、“随手拍
解救乞讨儿童”微博等，都属
于民间力量，权威性、时效性
强的官方信息平台尚不完善。

加上一些人对身边可疑现象
熟视无睹，地方上警方破案的
力度也不足，很多案件最终不
了了之，助长了犯罪分子的侥
幸心理。如果现实环境不发生
变化，家长的教育再缜密，也
难保孩子万无一失。

这场诱拐试验，确实给
一些家长提了个醒，孩子的
警惕心还有待提高。不过，保
护孩子不光是家庭教育的
事，还需要法律的力量和社
会的共同努力。把宝都押在
孩子的警惕心上，是很危险
的。

>>评论员观察

A02

□李英锋

49岁的湖南望城人刘
利华在长沙从事环卫工作
有三个月了，非合同工。6

月21日下午，刘利华清扫
街道时中暑倒地，2 2 日
下午经抢救无效身亡。
2 2 日晚，记者联系到雨
花环卫局一名相关负责
人，该负责人说，“遗憾
的是，由于刘利华没有
环卫所编制，缺乏赔偿

依据，因此，目前环卫局
能做的，只有安慰家属。”
(6月23日《潇湘晨报》)

“无编制不赔偿”的说
法明显有推卸责任的嫌
疑。中暑倒地之前，刘利华
已经替姐姐“代工”三个
月。不管环卫部门对“代
工”一事是否知情，刘利华
已经与环卫部门形成了事
实上的劳动关系。按照工
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
只要刘利华的家人能够提

供“代工”的相关证明材
料，即便刘利华没有编制，
环卫部门也应该向她提供
工伤赔偿。

眼下，大量的临时劳
动人员面临维权艰难的局
面。由于自身条件限制，他
们很难与用人单位展开有
效博弈，亟需外界力量的
帮助。希望劳动监察部门
加强巡查，畅通举报渠道，
为刘利华这样的临时劳动
人员撑起“保护伞”。

□杨燕明

在浙江宁波上班的丁
先生因违章被罚100元，心
中郁闷难平。直觉告诉他，
交警没系安全带，为了捕
捉到交警违章证据，他追
了警车一公里，终于得手。
6月20日下午，那名没系安
全带的交警被处罚。(6月
23日《现代金报》)

如果执法者本身就没
有系安全带，还去查处其
他的公民，必然会引发公
众的“不适感”。丁先生“抓
拍交警”不管出于什么目
的，都是对执法者的监督，
都体现出一种“较真精
神”，这样的品质，正是我
们许多人所缺少的。毕竟，
面对越界的公权力、面对
违法行为，如果不较真，一

味躲避退让，那这类举动
只会越发“得寸进尺”，最
后受损的还是大多数人的
正当权益。

当然，对于交警违章
这类行为，理应有一套完
善的监督体系，而不能等
着让公民来“发现”、让媒
体来曝光。如果监管系统
真正起到作用，也许老百
姓就不需要去“较真”了。

□张玉胜

6月6日，河北联合大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学
生胡某和赵某，综合素质学
分被扣除5分，原因是他俩
骑自行车在马路上等红灯
时停车越线。执勤交警将他
俩交通违法的照片传给学
院，学院给予他们扣学分处
罚的同时，还在校园网上对
处罚结果予以公布。(6月23

日《南方都市报》)

从新闻报道看，“扣学
分代替罚款”，交警和学校
的出发点都是好的，是为了
增强学生遵守交通规则的
意识。不过，此举并不妥当。

违反交规理应按照相
关法律予以处罚，拿“扣学
分”代替罚款，不光损害了
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还
有可能对学生造成不良的
误导：规则并不是刚性和

不容挑战的，它既可以变
通，也可以赎买(拿5个学
分替换)，甚至可以不遵。

在法律成为“橡皮
泥”、执法如同“过家家”的
语境下，怎么指望人们遵
纪守法呢？“扣学分代替罚
款”这种做法扭曲了规则，
不要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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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交规按校规处理”扭曲了规则

“抓拍交警”的较真劲值得一赞

“无编制不赔偿”是推卸责任

>>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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