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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阶层不可能都是“学霸”

刚送走高考又迎来中考，或许
是因为各地时间不统一，没能形成
规模效应，又或许是因为考试后还
有高中三年，给“逆袭”留了充分的
时间，中考并没有带来如高考般的
紧张气氛。本报记者在省城考点采
访时就发现，与往年相比，今年陪看
考场的家长少了不少。

其实本该如此，相对于人生这
场马拉松来说，一场普通的升学考
试，根本不应具备决定性的意义。以
往那种如临大敌般的氛围，实际上

反映出教育偏离了育人的本职，成
了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砝码。随着
各领域改革的推进，随着社会保障
的完善，学生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机
会不断增多，家长们淡定地看待考
试，将会成为一种常态。

从“经验论”来探究家长对升学
考试的态度，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
家长的心理焦虑在减弱。“千禧宝
宝”们的家长大多生于上世纪70年
代，呈现明显的过渡特征。上世纪60

年代出生的人，往往更容易感受到
教育对人生的决定性意义，他们与
高考相遇时，国家正急迫地弥补人
才断层，教育程度也就成了资源分
配的重要标尺；而上世纪80年代出
生的人，恰逢高校扩招，毕业时也没
了分配一说，找到什么样的工作，远
比在哪所学校毕业更为关键。如果

将眼光瞄向过去，社会心理的惯性
会让部分家长焦虑；如果将眼光看
向未来，就能理解为什么有家长“懒
得”去看考场。

在这里面，应该说能够看到教
育变革的趋势，那种“一考定终身”
的说法，越来越没有市场。很多人的
人生经历已经证实，当初考上什么
大学，远不能决定毕业后的生活，泯
然众人的状元大有人在，落榜者也
未必一事无成。而每年都公布的所
谓大学毕业生薪酬排行也很有代表
性，人们越发清晰地看到，决定薪酬
的主要是工作的地域、从事的行业
以及工作单位的性质。难怪有段子
说，考上大学的要记得请没考上的
同学吃饭，等大学毕业后，好去他们
公司打工。

从长远来看，这样的趋势有利

于社会发展，因为不以某场考试结
果定终身，也就等于给了学生们更
多的成功机会，激励更多的人用一
生的时间去奋斗，去寻求并抓住这
些机会。应该看到，目前正在进行的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正在逐步完善
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国家大力支
持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都在为
这种改变创造条件。从当前收入水
平来看，整个社会正由金字塔型向
橄榄型转变。而庞大的中间阶层也
不可能都由“学霸”组成，更多的是
学习平平但并没有放弃奋斗的人。

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未
来极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景象，考试
卸下了实现社会公平的重担，家长
们不用再为孩子的考试而焦虑不
安，而考试的功能则是让合适的人
接受合适的教育。

随着各领域改革的推进，学生们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不断增多，当考试卸下了实现社会公平的重担，家

长们就不用再为孩子的考试而焦虑不安，而考试的功能则是让合适的人接受合适的教育。

□谭浩俊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10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推进
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措施，更好发挥
积极财政政策稳增长调结构惠民
生作用。会议认为，改革创新机制，
加快推进财政资金统筹使用，提高
使用效益，是用足用活积极财政政
策的关键举措。

财政资金“睡大觉”，是长期积
累下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
仅严重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率，也滋
生了许多腐败问题。特别是以专项
资金名义出现的资金，更是成为了
部门可以随意支配的资源，成为部
门争权夺利的工具。

虽然造成财政资金“睡大觉”
的原因很多，如预算的约束力不
强、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制度执
行不严、评价标准不统一等，但是，
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权力部门化、
部门利益化，部门成为了一个个的
权力中心和利益团体，从而不顾一
切地扩大本部门的权力、追求本部
门的利益。自然，也就会把争取和
设立各种专项资金、增加可支配的
资金资源等作为实现部门权力化
的最重要手段。

值得关注的是，自实行分税制
财政体制以来，随着财政收入增长
速度的不断加快，财政总量的不断
提升，有关年底突击花钱的问题，
就一直受到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关
注。尤其是近年来，在财政收入增
速放慢、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
下，每到年底，仍然出现比较严重

的突击花钱问题，常常是，最后一
个多月要花几万亿的资金。

很显然，这也与政府部门的权
力化以权力的利益化有关。因为，
从表面看，这些资金确实都有正当
的用途。但是，仔细分析又不难发
现，所谓的正当用途，很多也是与
部门的利益分不开的。对绝大多数
部门来说，不管项目的建设速度如
何、事业的需要如何、资金的使用
进度如何，把资金先弄到部门的账
下，都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
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资金

“花不出去”的现象，造成年底结余
很多、需要突击花钱的问题。

必须承认，在舆论和公众对年
底突击花钱问题的关注下，很多不
该花或不该马上就花的钱，也都被
部门突击花出去了。特别是各种专
项资金、项目资金比较多的部门，
这种现象更为严重，造成的浪费也
更加明显。从近年来的情况看，年
底财政求部门花钱的现象，也决不
在个别。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部
门权力化、权力利益化的特征，说
明了财政资金在使用方面“碎片
化”的严重性。

所以，要解决财政资金“睡大
觉”的问题，除加大高度和集中力
度、加强预算管理、清理转移支付、
整合各个行业和领域的资金等之
外，更要注意治本之策，那就是解
决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问
题，解决各个部门都在争取自身权
力和利益最大化的问题，将部门的
权力关进笼子，将部门的利益纳入
财政统一管理，不让部门有太多的
随意支配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的
权力，而是一切按照法治化要求，
避免责任和权利不协调，避免政府
权力也被“碎片化”。

“拨款睡大觉”根在部门利益化
□崔滨

高考第一天，南都一位记者
“卧底”顺利地以“枪手”身份进入
考场，曝光了一个涉及湖北、江
西、山东三地且运行周密的庞大
替考组织。这一震惊了所有人的
重磅新闻在社交网络上刷屏。

针对报道中提到的替考组织一
一办出了能通过信息系统和人工检
验的学籍、身份证、准考证等一系列
关键资质，新华社在其观点栏目“锐
话题”中尖锐质问，为何教育机构、公
安部门为严格审核考生身份设置了
层层关卡，却依然能被不法之徒轻松
破解？而时至今日，立法部门为何仍
没有出台专门规范考试行为的法律
法规？处理力度偏低的短期行政处
分，难以对作弊者起到震慑作用。

另一重量级央
媒《人民日报》也在

《斩断“替考”的利
益链》评论中意味
深长地提醒有关部
门，“考试公平尤其
是高考公平，事关
教育公正与机会均
等，对一个普通家
庭而言，往往意味
着上升的路径、改
变的可能……只要
有一名替考者最终
得逞，就意味着变
相剥夺了另一名考
生受教育的权利，
势必将消解社会的
公平与诚信。”

针对如何筑
牢高考公平，《人
民日报》提出了增
设指纹检测、虹膜
检测仪等进一步
完善监管制度的
建议，但如何均衡
高考试题对所有考生的公平，则
是一项难度更大的任务。

比如今年的山东高考作文，
题目材料中引用的台湾作家林清
玄的“丝瓜藤和肉豆须”让这个北
方省份的考生、家长槽点满满。

“我作文都写完了，还不造肉豆是
啥东西，真是醉了。”

而 今 年 全 国 语 文 卷 作 文 题
“孩子举报老爸”，并以此为由写
封信的要求，便让“苦练了三年议
论文，就因你举报你爸要写信”的
考生们大呼被坑，甚至人肉出所
谓的现实原型，跑到人家微博下
留言数万条。同样遭遇网络暴力
的，还有重庆卷“等待”的原型。

如此现象引起了《新京报》的担
忧，其评论《高考作文埋坑，也不能人
肉原型》首先批评了对疑似作文原型
的攻讦，“因为题材难以驾驭，就将疑
似作文原型视作攻击对象，对其狂砸
道德板砖，这无疑是种错向的情绪宣
泄，是乱施网络暴力。受害者完全可
诉诸法律手段，及时报案维护权益”。

但作者“午夜侃人”更为担忧
的却是“涉事高考作文题离地飞
升，脱离了现实情境。有设置价值
陷阱之嫌，这给部分考生带来的
价值判断困境难免会让他们觉得
不好写，发挥受限。”

满分60分的作文，可以说是高考
中最有分量的试题，腾讯·大家专栏
评论作者刘远举认为，多年以来，高
考作文已然出现了“鸡汤化”的危险
信号，而因为“出题者面对的是因为
大量应试训练而缺乏阅读量与阅读
广度的高中生，要想科学地测试、区
分思想温室中的高中生，最科学的办
法，就只剩心灵鸡汤一途了。”

紧接着话锋一转，刘远举表达了
担忧，“只有阅读面的广博，才能带来
思想的自由与深邃，带来创新与发
展。鸡汤作文不仅是高考的损失，中
国教育的损失，也是中国的损失。”

一边是人肉大军对作文题原型
的攻击，一边是段子手们对高考作文
的调侃，《北京青年报》评论员段修建
在知名评论微信公号“团结湖参考”
撰文称，“恶搞高考作文题的段子之

所以能刷屏，公
众对高考制度的
满腹牢骚、对语
文教学僵硬机制
的厌恶和不满，
起到很大作用。”

由语文考试
引向整个高考制
度的反思，在高
考结束后考生们
尽情撕书挥洒的

“六月飞雪”里，
凤凰网评论部以

“凤凰论”的“社
论式”言论接棒
发声：“积年累月
的应试训练，无
休无止的肌肉记
忆，还有三点一
线的养成环境，
在训练出一个个
考 试 机 器 的 同
时，也堰塞了一
个个本应该是鲜
活、灵动、好奇的

生命体。除了撕书，高考的学生，无暇
尝试其他的放松可能，也缺乏其他可
能的想象空间。”

“高考改革究竟如何‘全面深
化’，不妨尝试从终端的学生撕书倒
推。一方面，可以从制度层面设定更
为精细化的分类标准，多一些路径、
多一些可能，而不必驱使全国数百万
考生都挤在同一座独木桥上；另一方
面，在具体的人才遴选机制上，也应
拓宽学生的认知视野，由此传导到教
学内容设计上，则不妨更丰富、更鲜
活、更接地气。”

三年寒窗苦读，只为一次考试，
而此后更加漫长的人生，又能从中获
益多少？《京华时报》在《高考后，能否

“从此过着幸福生活”》评论中回答：
“中国式高考，目前还不能将选拔人
才的过程，与一个青少年的自我认知
成长有效统一起来。近些年来，几乎
每一所大学里都有一部分学生，在好
不容易鱼跃龙门之后，却再也找不到
自己的人生航向。比起考个高分、上
个好大学，懂得自己最需要什么、人
生要向何处去，其实更重要。在这方
面，这一代年轻人有很多功课要补
做，我们的教育有太多需要改革。”

全民大考

从卧底揭开替考黑
幕，到微博人肉高考作文
题原型，再到全民调侃语
文试卷，在本周，高考无
疑调动起舆论场最多的
关注。为国家选人才的考
试应往何处去的讨论，成
为本周全社会都在参与
的另一场“高考”。

葛舆论场

□高亚洲

据新华网消息，6月10日，贵
州毕节市七星关区政府官方网
站发布消息称，9日晚11时半，该
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
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

又见中毒悲剧，又见留守儿
童。这件事很容易让人联想起，
三年前同样发生在毕节的5名男
童因中毒死亡在垃圾箱的悲剧。
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结论，这
四名孩子是误食还是被人下毒
身亡，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四
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都是在极
大的风险里生存。

事实上，在2012年发生男童
中毒事件后，毕节当地政府就已
经承诺要正视留守儿童的安全
问题，曾宣布对全市范围内留守

儿童进行逐一排查，设立留守儿
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
扶措施。那么，当悲剧再次重演，
如一记记响亮的耳光打在曾经
关于制度救济的信誓旦旦上，相
关的追责也应与死因调查同时
启动。至于追责的意义，不光是
惩治责任人，更是为了避免悲剧
的再次发生。

此外，仍然需要提醒的是，
留守儿童之殇并非毕节一地之
痛，根据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的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
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国农村
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000万，城乡
流动儿童规模也达3500万。这里
面都隐藏着极大的风险，急需相
应的救济制度来化解。如果不能
做到未雨绸缪，那就只能让一次
次悲剧来敲响警钟了。

葛公民论坛

评论员观察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葛一家之言

别总让“留守儿童之死”来敲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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