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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水泡饭”未必

都是习惯所致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近日，一张小学生“江
水泡饭”的照片被媒体刊发
后引起很多人的“泪奔”。图
片拍摄于云南省永胜县东
山乡东江小学，其中一名小
女孩举着半碗米饭接自来
水的画面，尤其令人心酸。
不少人因此质疑当地的营
养午餐补助是否得到落实。
事后，从事公益工作的图片
作者站出来表示，东江小学
执行了营养午餐计划，学生
接江水泡饭是生活习惯。东
江小学和永胜县教育局也
证实了这个说法。

长期居住和生活在城
市里的人，听到“江水泡饭”
这样的“生活习惯”或许会
觉得匪夷所思，进而认为当
地教育部门在撒谎，而事实
很可能就是这样残酷。即便
这不是让学生们感到身心
愉悦的生活习惯，也是一种
不得不去习惯的生活。从这
组图片的其他内容可以看
出，当地小学校舍简陋，衣
着寒酸的小学生捧着饭碗
露天吃饭大概也是由来已
久的习惯，如果哪天赶上停
电，吃顿“江水泡饭”也很奢
侈。仅用“城市人思维”不仅

不容易理解这样的习惯，还
会透出“何不食肉糜”的隔
膜。无论你是否接受，“冷水
泡饭”确实是部分贫困地区
的生活写照。

在鉴定过“江水泡饭”
的真伪之后，我们应该深思
的是，这样的生活何以成为
习惯，我们又该如何去改变
这样的习惯。

东江小学的“江水泡
饭”之所以成为一种习惯，
绝不是这里的学生口味特
殊，而是整体贫困所致。尽
管地处滇西北的丽江是很
多城市人风花雪月的地方，
该市下辖的永胜县却是一
个国家级贫困县。可以想见，
类似的习惯不仅在东江小
学，在当地的其他学校可能
也大致相同，无非是冷水泡
还是热水泡的区别。透过这
张“江水泡饭”的照片，我们
可以直观地感受到发展的不
平衡，即使在一个很小的区
域之内，落差也极为悬殊。

发展的不平衡体现在
教育上，绝不是一顿营养午
餐就可以抹平的。因为贫困，
学生们“江水泡饭”成了习
惯，露天吃饭成了习惯，甚至
跋山涉水去上学也会成为习
惯。因为这些习惯，家境贫困

的学生又很容易在竞争中落
下风，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也
就成了奢望。脱离教育公平
的前提，恐怕很难彻底改变

“江水泡饭”等各种不良习
惯。对于贫困地区的孩子来
说，教育公平不只是用同一
个版本的教科书上课，或者
在同一个录取分数线上竞
争，学习之外的吃住行往往
更为关键。如果一个家境贫
寒的学生连一日三餐和安全
出行都得不到保证，去学校
学什么真的是无足轻重。要
实现真正的教育均等化，就
必须真的把义务教育当做基
本公共服务，加大投入弥补
城乡之间的教育落差，保障
贫困地区学生的最基本的生
活需求。学生“江水泡饭”或
许不是教育部门的错，但确
实是当地在教育上的尴尬。

现在，不少地方“嫌贫
爱富”，在教育上搞面子工
程，只喜锦上添花，不愿雪
中送炭，更多的优质资源被
配置到城市，甚至是城市里
的几个重点学校。教育发展
的不平衡不但得不到扭转，
反而加剧。如果这样的“习
惯”得不到纠正，那么一些
地方类似“江水泡饭”的习
惯或许还要延续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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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观察

□金岭

即将在辽宁举行的第
十二届全运会，将是1987年
第六届全运会之后，首次恢
复白天举办开幕式，时间规
模将大幅度缩减，总预算仅
为原计划的十分之一。不仅
如此，本届全运会参赛单位
数量和运动员人数都
被压缩，火炬传递的
范围限制在了省内，
各项接待活动也一律
从简，取消欢迎、答谢
宴会，一律安排自助
餐并注意节俭等等。

这是一条让人振
奋、令人欣慰的消息。
联想到以前一些城市
举办类似赛会时那种
奢华铺张的大场面，
本届全运会如果能兑
现节俭办会的诸多承
诺，这将是全运会的
一个新转向，其意义
不仅在于向体育的务
实回归，更在于这届
全运会的节俭，将为
今后的全运会划定一
条底线，今后不管哪
个地方承办，都只能
走更节俭的路子，而不是相
反。

这些年来，一些城市在
举办大型赛会的时候，竞相
攀比大手笔，调动的资源越
来越多，场馆越建越豪华，
格局越来越大，场面铺排越
来越夸张，明星越请越耀
眼，当然钱肯定是越花越
多。一些基础设施不太健全
的地方，为办一个赛会，基
本上是从无到有一切从头
来，赛后则是场馆基本闲
置，维护成本极高，留下沉
重的负担，造成资源的极大

浪费，令人痛心。这样办会，
打乱了解决民生问题的节
奏，给一个地方的公共生活
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长期
以来舆论对此的批评已经
很多，而辽宁的做法，让人
感受到了一股全运新风。

本届全运会的节俭设
想，无疑有助于寻求赛会和

民生之间的平衡。其实不仅
仅是个节俭问题，对于一个
地方来说，像全运会这样消
耗巨大的赛会要不要办和
如何办，就公众知情权而
论，从一开始地方政府就应
广泛听取当地老百姓的意
见，并有必要把举办赛会的
利弊得失和成本预算等详
加披露，不能等会办完了再
告诉老百姓花了多少钱。赛
会是不是办以及如何办，要
先看和民生是不是冲突，如
果民生压力还比较大，还有
很多亟待解决的民生问题，
那就要民生优先，而不是赛

会优先，除非二者高度统
一。一些赛会本身，也有一
个如何改革创新的问题，比
如，今后除非新建场馆已列
入当地的建设规划，确为民
生所需，一般不宜提倡专门
为赛会建场馆搞大排场。

节俭办全运，回应了老
百姓对大型赛会的新期待。

像一些地方出现的那
样，如果赛会的场馆长
期闲置，消耗的只能是
老百姓的血汗钱，吞噬
的只能是民生福利，因
此办不办和怎么办，是
政府的事，更是老百姓
的事。最近巴西民众掀
起了抗议浪潮，就是因
为巴西在世界杯场馆
建设上的总投入，已达
到南非世界杯的三倍，
高昂投入的背后，是老
百姓对教育、医疗等公
共服务事业现状的不
满，是政府一方面斥巨
资兴建场馆，一方面还
要在公交车票上算计
多收两毛钱。引发巴西
老百姓不满的，就是赛
会压倒了民生。看来大
型赛会和民生的冲突，

是很普遍的现象，这是一种
警示。

本届全运会光一个开
幕式节俭一下就能把费用
压缩到原来的十分之一，这
让公众看到，眼下一些大型
赛会俭与奢之间的弹性空
间到底有多大。辽宁节俭办
全运是一次很好的示范，以
后不管全运会在哪里办，如
果不考虑更节俭、更有效
率，不考虑最大限度降低对
公共生活尤其是民生的影
响，再干赔本赚吆喝的事，
老百姓肯定不高兴。

有种底线叫节俭办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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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清

上海市大约每4万人就
配备一辆救护车，超过国家
规定的每 5万人一辆的标
准。数据显示，2012年上海
急救服务出车达到59 . 45万
次，其中非急救任务占到
40%以上。(7月3日《中国青
年报》)

急救资源作为特殊的
公共产品，理应“好钢用在

刀刃上”。然而，对急救资源
过度使用的现象屡见不鲜。
这正是“公地悲剧”的生动
写照：在一块对所有人开放
的牧场上，如果每个人都放
养尽可能多的牲畜，过度使
用的牧场无法供养任何一
头牲畜。

医疗急救是“等不及”、
“伤不起”的民生工程，有限
的急救资源如何应用到最
需要的患者身上，既测量着

公众的道德水平，也见证着
社会管理创新的力度和成
效。一方面，老百姓要克服

“有限理性”，杜绝非急救任
务占用急救资源；另一方
面，政府要提高医疗急救的
制度化能力和技术含量。只
有双管齐下，医疗急救的

“身体”才会越来越强壮。

□本报评论员 赵丽

近日，李天一等5人涉
嫌强奸案再陷舆论漩涡。自
2月案发至今，除李之外的
另4位涉案嫌疑人一直未见
披露，引起公众的严重焦
虑。1日，在舆论不断逼问
下，北京警方做出回应，称
案件共涉及4名未成年嫌疑
人，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规
定不能披露他们的情况。至
于案件中那一位成年嫌疑
人的情况，警方并未提及，
倒是3日有媒体引用知情人
消息做了介绍。

当前，围绕李天一案出
现了各种猜测和传言，这与
案件信息披露不足有直接
关系。该案因涉及未成年人
嫌疑人及受害人隐私，确有
一定特殊性，但未成年人保
护和信息公开并非绝对不
相容的，如果简单以保护为
由封锁所有信息，则可能加
重公众的怀疑。

自案发以来，李天一案
一直迷雾重重。先是传出李
天一年龄造假，后又有消息

称涉案人私下赔偿被害人
将撤销起诉，其后又发生

“轮流发生性关系”的乌龙
事件，当下另4人家庭“有背
景”的说法更是吵得沸沸扬
扬。虽然警方事后作出回应
和澄清，但围绕该案的各种
猜度并未平息，反而如烈火
烹油般愈演愈烈。

分析原因，李天一案因
为涉及名人，一直处于“聚光
灯”下，有任何风吹草动都会
被公众关注。这种情况下，信
息披露如果不及时、不充分，
能说的不主动说明白，不能
说的不解释清理由，就很有
可能导致误解和传言。

就拿除李天一之外的
另外4位嫌疑人来说，案发4

个月来北京警方对此一直
没有做出说明，在坊间传言
四起，媒体不断逼问之下，
才予以回应，这种态度本身
就可能给人“有意回避”的
印象。另外，按照警方的说
法，不披露是因未成年人保
护的需要，因为未成年人保
护法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
案件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

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
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
的资料。此种考虑当然有必
要。但是，保护是否必须得

“屏蔽信息”才能达到，这仍
有讨论空间。毕竟，这是一
起影响大、关注度高的案
件，在不妨害未成年嫌疑人
权益、不侵犯受害者隐私、
不影响司法正常进展的情
况下，是否可以合理公开有
限信息，回应社会质疑？从
当下情况看，其实警方还可
以再做些努力的。

目前，李天一等5人涉
及强奸一案已经依法移送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希望该
案未来能少一些“谜团”，即
使出于正当目的不能公开，
相关主体也要及时说明不
公开的理由，如果一味采取

“鸵鸟”战术，外界很难分得
清到底是出于正当的考虑，
还是有“别的顾虑”。过去的
事情已经证明，在热点案件
中，信息披露和舆论回应上
的瑕疵，很容易引起公众对
执法公正、司法公正的怀
疑，必须严肃慎重地对待。

用信息公开拨开

李天一案的疑云

6月30日下午,河南荥阳市的一处交叉路口,一辆电动车被大型水泥罐车碾到
轮下，骑电动车的中年妇女被卡在车轮下。货车司机下车蹲下查看，其间有站起
身的动作。妇女见状连声央求“不要碾死我”。看来，过去一些肇事司机碾轧伤者
逃避责任的案例，在这名妇女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漫画/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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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论坛

医疗急救要避免“公地悲剧”

西方人喜欢制造概念，许
多概念也比较生动，比如最近
在媒体上走红的“克强经济
学”。

“克强经济学”本质是什
么呢？英国巴克莱银行旗下的
子公司巴克莱资本近期的研
究报告说，其政策框架关键点
有三：一是无刺激；二是去杠
杆；三是结构改革。这些政策
取向，反映的是本届中央政府
正逐渐成形的理念：拒绝无谓
甚至副作用很大的刺激、摒弃
父爱主义，以及坚持推进结构

改革等。此后的关键，则在于
碰到困难时能不能坚持这些
方向。

“克强经济学”试图“无刺
激”，奉行的乃是在经济领域
去除不必要的干预——— 政府
有调控，但不随意干预。

“克强经济学”的另一个
关键词是结构改革。经济的转
型、结构的调整说了很多年，
知易行难。结构改革，需要稳
中有进。人口红利消失了，改
革红利就要抓紧补上。中国经
济转型要成功，就必须拒绝权

力支配市场，必须攻克各种既
得利益集团的拦阻。

向市场放权让利，亦是
“克强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
义。政府官员需要从不适应
到适应——— 不能不直接参
与经济就不会做官；官员考
核体制需要从唯GDP到更
全面的考察。说到底，中国
经济的转型与经济结构的
调整，不是政府一纸文件命
令出来的，而是市场自身不断
演进与合理发展的过程。(摘
自《东方早报》)

>>媒体视点

认清“克强经济学”背后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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