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要因暴雨“有惊无险"就松口气

3日晚间，一场暴雨突袭济南，
短短两个多小时之后，市区成为泽
国。尽管这场暴雨并未造成人员的
伤亡，但市区内的险象环生仍在提
醒着人们，这座城市里的防汛排水
系统，仍有相当大的改进空间。

如果因为没有人在暴雨里殒
命，就自认为“经受住了考验”，这样
的标准未免太低了。更何况，3日的
降水虽然也达到了暴雨的级别，却
远没有当年“7·18”那么大的强度。8

年的时间过去了，仍有很多隐患未
清除，人们更希望看到是，这座城市
在暴雨面前能够更加从容，而不是
一遇到类似的天气便如临大敌。

回想当时的景象，说是险象环
生一点也不过分，不仅身处户外
的亲历者有感触，躲在家里的人
也能从网友的实时播报中感受到
雨情的危急。微博和朋友圈里，满
是积水的道路、趴窝的汽车、喷涌
的下水井，以及不停刷新的求救
信息。很多人都提到了8年前的那
个“7·18”，表达着对历史重现的担
忧，但事实上前夜的这场雨只是

“小巫”罢了。换句话说，这样的雨
情都能让城市里一片慌乱，假如
历史真的重演，恐怕谁都不敢乐
观地说“经受住了考验”。

所以说，哪怕一场暴雨“有惊无
险”地过去了，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
的，对于城市管理者和建设者而言，
就要多一些居安思危的意识。这次之
所以能够平安度过，就得益于事前所
做的一些准备工作。比如提前发布的
暴雨黄色预警，比如护城河及时开闸
放水，比如交警部门提前布置道路执
勤，又比如易积水路段附近居民自发
地提醒过往车辆……这些都是以往
的暴雨留下的经验教训，验证着“凡
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老话。

当然，这次化险为夷了，很难说
下一场暴雨什么时候来，又会是多么
强的雨势，最根本的居安思危之举，
还是要从完善城市的排水系统入手。
就比如3日晚间雨势最大时，有20多
处路段积水严重到交通一度瘫痪，而

这些路段每逢暴雨都是“汪洋一片”，
足见排水设施存在顽疾。如果不从基
础设施入手补足短板，城市应对暴雨
的整体能力得不到提升，总靠应急机
制，恐怕给不了人们安全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鉴于国内
不少城市“逢雨看海”已成惯例，国
家选定了一批“海绵城市”试点，济
南就是首批16个城市之一。建成后
的“海绵城市”，不仅要解决内涝，还
要将降水利用起来，但至少从目前
来看，离预期目标还有不小的距离。
因此，国家提供的先进技术以及每
年5亿元的专项资金，既是支持也是
鞭策，督促城市管理者和建设者把
资金和精力用在实处。毕竟，暴雨之
后的城市景象，是一个城市最真实
的面貌。

哪怕一场暴雨“有惊无险”地过去了，也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对于城市管理者和建设者而言，就要多一

些居安思危的意识。很难说下一场暴雨什么时候来，又会是多么强的雨势。

□杨朝清

日前，因南昌跨省替考事
件被开除学籍的大学生“枪手”
敖辉致电媒体，表达悔恨之情，
希望得到社会原谅和帮助。“父
母在郊区租房，在学校我一个
月生活费500元，经常吃泡面，
有些常用的日用品也不买，能
不参加的集体活动就想法子不
参加，就为省点钱。”( 8月 3日

《南方都市报》)

高考作为一种教育分层的
重要手段，有助于寒门学子实现
纵向社会流动。替考则通过弄虚
作假的方式，损伤教育公平。大
学生利用考试技能“寻租”，源于
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的淡漠。

“吃泡面替考”固然有值得同情
的一面，却经不起逻辑推敲。毕
竟，家庭经济困难不是剑走偏锋

的理由，一旦任由“弱者有理”泛
滥，公共秩序必然会面临危险。

在《平凡的世界》中，孙少
平的求学经历，比起敖辉来说
更加艰辛乃至屈辱。在当下的
大学校园里，许多农村大学生
一方面刻苦学习以寻求奖助学
金的资助，另一方面也通过做
家教、发传单、从事促销工作等
多种形式来缓解经济压力。换
言之，“吃泡面替考”只是敖辉
为自己的失范行为找到的一个
自欺欺人的理由。

做错了事，就应该承担相应
责任，在这一点上不必渲染什么
情感因素。实际上，相比于高考
替考的严重性，开除学籍这样的
代价并不算很重，比如在美国，
充当“枪手”替考会被定性为犯
罪，甚至面临多年监禁。近几年，
虽然“替考入刑”仍处于争议之
中，但对替考行为的惩戒力度不
足却形成了共识。违法成本低，
对替考组织者和相关教育主管

人员的追责不够严厉才是替考
难以禁绝的主要原因。

被开除学籍后，敖辉将换一
种身份步入社会，他的人生还有
很多种可能性，但值得思考的
是：贫困是否真是难以逾越的障
碍，甚至成为铤而走险违纪违法
的推动因素？别忘了，不少贪官
在接受庭审时，也曾痛哭流涕地
表示，其年幼时家境多么贫寒。
这与穷学生“替考”的逻辑多么
相似。

对此，应该明确的是，贫困
的确可能使人无助，但是否走向
极端、突破底线，终归是个人的
选择。在社会日趋公平的背景
下，成功的机会其实很多，如果
不愿意在正途上付出劳动，却只
想着找捷径快速发财，就很容易
在自己内心里给不法行为找到
借口。岂不闻“贫贱不能移”，若
内心失去原则，定会误入歧途，
这和贫与富其实并没有必然的
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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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考”的错不能用“吃泡面”开脱

□顾骏

最近，有专家在一组报道中
提出一个观点，认为要想农村有
好教师，先得有让他们获得足以
让别人眼红的工资。平心而论，
类似的观点不是第一次被认真
地提出来，钦佩之余，又不敢苟
同，因为生活常识告诉我们，要
让农村有好老师难，要让农村老
师有高收入更难。

今天农村缺乏好老师有多
重原因。最直接的原因是农村孩
子大多随着父母进城了，成为

“随迁子女”，乡村学校里的学生
日渐稀少，甚至前几十年里声势
浩大的“希望工程”在不少地方
也只能以“学校还在，学生没了”
而收场。公共资源配置需要考虑
效率，孩子没剩下几个了，继续
开办公立学校不会“性价比太
低”？同过去不一样，今天一些地
方农村教师收入低，是因为地方
政府本来就不打算在村里办学
校，“撤村并校”后，所剩无几的
学龄阶段孩子被安排去中心村
甚至镇上上学。为此，一些地方
的政府还特意建了住宿制小学
和中学，吸引山沟沟的孩子下山
接受管理较为规范、教学质量较
高的教育，称之为“凤凰下山工
程”。当这种教育布局成为主流
时，再为留在村里的孩子专门配
教师，是否会让有关部门觉得为
难？即便教师坚持陪同不肯下山

的“凤凰”，政府会投入许多资金
吗？没有投入，教师哪来的高收
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解决
教师的质量问题，最好的办法是
不要“撤村并校”，孩子在，学校
在，教师在，财政才有“在”的必
要。

在另一些地方，孩子在，学
校在，教师也在，就是财政常常
缺席，所以教师收入微薄。这些
地方不是没有好教师，只是评价
教师好与否，只能论品格，不能
论教学水平。这不仅因为能坚守
的多半靠道德，更因为对于学生
来说，老师教得好不好还在其
次，首先是有没有老师。在这些
地方，要解决好老师问题，首先
得问问地方主政者财政何以不
能足额拨付，以致老师都拿不到
像样的收入。

答案肯定很简单：“地方财政
吃紧，公务员发工资都成问题了，
哪还顾得上老师工资？”不要怪他
们忘记了政府对义务教育的法定
责任，也不要怪他们忘记了“再穷
不能穷教育”，因为要公务员履行
责任，先得解决他们自己的吃饭
问题，在地方财政被称为“吃饭财
政”的地方，让官员饿着肚子支持
教育，还保证教师拿高收入，要求
太高了，不具可操作性。

地方穷是实情，也是无奈，
解决办法只有上头多拨些下来。
但听上去麻利，实行起来毫无可
行性。按照我国财政体制，从中
央、省市区、地级市、县级市到乡
镇，总共有五级，每级财政有自
己的筹资渠道，理论上也对应一

定的公共责任。但实际上，在事
关民生的公共责任上，层级越高
资源越多责任越轻，层级越低，
资源越少责任越重。遇到地方发
展水平高一些，问题不大，而在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同级财政的
教育经费是否能足额拨付就悬
了，甚至连上级财政下拨的教育
经费都可能被挪用。如此，再说
让教师拿高工资，只怕没人敢相
信了。

在教育经费已经不够的情
况下，各地的资源配置还严重不
均衡。在全国范围，像北京、上海
这样的特大型城市，公共资源配
置密度最大，但同在北京、上海，
不同城区之间，教育资源配置也
相差悬殊，天价“学区房”就是教
育资源过度向特定学校倾斜的
结果，更不用说“随迁子女”根本
享受不到优质教育资源。同样的
情况也发生在省会城市、地级市
和县乡层面。集中资源办好几所
学校，是地方主政者“脸面”所
系，否则就是“对不起子孙后
代”，尤其对不起自己的子孙后
代：进不了更大城市的好学校，
怎么也得在本地得到相对最好
的教育。

总之，乡村缺乏好教师是一
个问题，但问题不可能通过提高
乡村教师工资来解决。体制的毛
病只有改革体制才能破解，把新
农村建成了，农村教育才有希
望，到时农村教师的问题也就自
然解决，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否
则真成“缘木求鱼”了。（作者为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用高工资留农村教师是缘木求鱼

葛一家之言

评论员观察

□张敬伟

对于带薪休假，落实不力当然是主
因，但市场主体亦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带
薪休假落实不力的主要是民营企业和中
小企业，这些企业的市场境况是可想而
知的。一方面，它们在和央企、国企的竞
争中，享受不到政策之利，财税体制的瑕
疵和行政审批的成本，更使其遭遇严苛
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这些企业处在产
业链低端，只能靠挤压人力资源成本来
艰难生存。执行带薪休假制度，对企业造
成了不菲的经济成本，因而企业对此当
然会抵触。

市场主体的生存之道，本身就是追
逐利润，功利得到满足，才会催化其社会
责任感，职工的权利待遇才会得以保全。
要让企业主体给予职工带薪休假权利，
就要理顺市场秩序，给予其市场竞争的
平权待遇，譬如中央一直努力降低融资
成本、减轻税负、简政放权等等。

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对市场主体亦
是如此。带薪休假制度百分百落实当然
是好事，但现阶段不可能。对于这种不可
能，除了有关部门的依法依制推进，还要
考虑企业生存的现状和职工的心理状
态。找到病根而治之，才是理性之道。

葛公民论坛

大家谈

完美的“周五+”

也难保带薪休假

先有功利考虑

再有权利保全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今年以来，国务院会议至少五次公
开强调落实带薪休假。根据官方释放的
政策信号，未来将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
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在夏季灵活安排工
作时间，使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时间相
结合，实现小短假。（8月4日中新网）

□唐伟

从技术讲，“周五下午+周末”短假
确实很诱人，一方面在于此方式若能得
到实现，那么，“周五下午”的不断累计就
会让带薪休假的时间得到保证。另一方
面，此方式在提高质量上有巨大的优势,

能避免长期集中休假给工作带来冲击，
也容易得到用人单位的支持。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带薪休假难
以落实到位，这跟具体的休假方式没有
本质关系。2008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对带薪休假的
时间作出了规定，然而却没有明确相应
的罚则，就像一只没有长牙的老虎，外表
看似强大，实则无以为用。

时下很多休假方式的细节设计，说
白了还是因为缺乏制度保障，企图从技
术层面突围，“周五+”短假的模式设计，
同样是基于现实无奈下的替代。但如果
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再多的细节设
计都是无用的。看上去很美的“周五+”，
恐怕也只能沦为被调侃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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