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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梅

感情问题处理不好，就
是祸，更何况是婚外的感情。
近日，笔者在各大报纸上都
看到这样一则新闻，长清区
马山镇的徐某在有婚姻的情
况下，抛弃妻子和孩子与郑
某同居，之后郑某嫌弃徐某
挣钱不多提出分手，分手后
郑某跟别人谈起恋爱。但徐
某仍不死心，甚至私下联系
郑某现任的男朋友，让其主
动离开。就在5月26日晚上，徐
某酒后手持菜刀将郑某的现
任男友猛砍26刀，最终郑某的
现任男友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笔者了解到，此前徐某
与郑某在双方都有家庭的时
候出现了这段婚外情，后来
郑某离了婚，两个人住在一
起。徐某与郑某的这段感情
是不道德的，在他们最开始
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祸根。
人们常说，罂粟花再美丽但
也是有毒的，婚外的感情看
起来再美好，本质却是罪恶
的，一朵罪恶之花必然会结
出恶果。

且不说徐某因这段婚外

情导致杀人后应负的法律责
任，就说他的这段婚外感情
对他妻子的伤害也是无法弥
补的。笔者认为徐某不应该只
顾自己的感受，而忘却自己作
为一个男人在家庭中应有的
责任。徐某对妻子的不闻不
问，对孩子的不管不顾就充分
表现出这种自私的人根本就
不配为人夫为人父。在郑某
提出分手的时候，徐某就应
该意识到这段婚外感情是错
误的，应该当断则断，然后回
归到自己的家庭中，好好地
对待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笔者认为，在当今社会
“一夫一妻制、夫妻要相互忠
诚”的法律规范之下，在人们
普遍接受婚姻和家庭制度的
年代和社会，婚姻仍是社会不
可替代的主流，而婚外感情只
不过是在这主流之外溅起的
一点浪花，很惹眼、很美丽，可
是也很脆弱，往往会在顷刻间
破灭。这种感情控制不好还影
响到社会的稳定性，甚至会导
致凶杀等恶性案件的发生，
就像上述所讲的徐某和郑某
的例子，不光害了自己还害
了别人。

□张帅

苦读三年，鏖战两天。8
日下午，长清数千名考生迎
来“解放日”。为了高考，他们
付出了努力，作出了牺牲，个
中滋味只有自己最能体会。
对于所有考生来说，无论最
终成绩如何，高考中没有失
败者，能够参与其中，就是人
生的一次收获、一种体验。

虽然近年来高校录取率
逐年攀升，考生名落孙山的
可能性大大降低，但家长和
学校给考生带来的压力依旧
不减，一个个或高或低的分
数背后是一个个家庭的喜怒
哀乐，甚至牵动整个社会的
神经。在“一切为了高考”、

“高考就是一切”的观念下，
很多学校将重心放在升学率
上，素质教育只能流于形式，
学生的发展空间因此被大大
压缩。一些“雷人”的高考标
语屡见不鲜，如“拼不了爹，
就拼高考”、“只要学不死，就
往死里学”等，无形中制造残
酷紧张的氛围，增加考生的
焦虑感，其背后扭曲的育人
观令人深思。

为了孩子高考，家长也
是蛮拼的，有些甚至几近“痴
狂”。据媒体报道，前不久近
千名高三学生家长涌入安徽
六安毛坦厂中学（被称为“亚
洲最大高考工厂”）附近一处
窄巷，赶在零点时抢拜那里
的一棵“神树”，抢烧高考前
最后一个农历十五的头炷
香，祈求孩子在高考中获得
高分。家长不断将手中的香
火扔进火堆，结果不慎引燃
了“神树”下方的石棉瓦顶棚
和百余根祈福带，险酿火灾。
在这些“痴狂”的家长看来，
孩子现在拼成绩，考上好大
学，将来就能少受点罪，这么
做是为了帮孩子追求更好的

生活。而被裹挟其中的考生，
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在家长
坐立难安的背后，考生更加
焦虑迷茫。

近几年，高考前考生撕
书已成为一项固定“仪式”，
即将迈入考场的考生们撕掉
曾反复诵读、练习的教科书，
借此来释放压力，似乎这些书
本就是造成他们沉重负担的
罪魁祸首。这一场“六月飞
雪”，不仅仅是考生的情绪宣
泄，也是一种“恨”的表达，在
忍受了三年的寒窗苦读后，他
们终于可以摆脱家长及学校
的禁锢、束缚，迎来“解放”，自
然要放肆一把，与焦虑紧张的
高中生活做个告别。

在笔者看来，考生不该
承受如此之重，高考也不该
承载过多，作为一次普通的
考试，它只看重分数、结果，
而忽略了考生的综合素质，
这种简易单一的评价体系，
绝不是什么“人生的转折
点”。在多元化社会中，“鲤鱼
跃龙门”的途径有很多很多，
不只有“学而优则仕”这一条
路，只要你有一技之长，并且
足够努力，就能在社会上占
有一席之地。马云、韩寒、罗
永浩……他们都是典型的高
考失败者，有的甚至放弃了
高考，但同时又都是佼佼者，
凭着对理想的执着奋斗，他
们在各自领域均取得了成
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正如习近平2 0 0 3年在
《路就在脚下》一文中所说，
考上大学固然可喜，但没考
上大学也不用悲观，更不能
绝望，路就在脚下。一个人能
否成才，关键不在于是否上
大学，而在于他的实际本领。
社会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校，
留心处处皆学问，只要肯学
习、能吃苦，没有读过大学，
照样能成才。

恶恶花花岂岂能能有有美美果果

高高考考不不是是
成成才才的的唯唯一一途途径径

□冯波

“计划3个月就能结束的施工
为啥快两年了还没弄好？”近日，
有长清市民向本报反映 ,大学城
区芙蓉路东段路面改造工程自
2014年7月起开工,至今仍未完工。
目前路面施工仅完成北侧一半，
且修好后经常被凿开重修 ,导致
该路段存有安全隐患，同时给沿
街居民生活带来不便。近日,本报
记者对此进行了实地采访。（《齐
鲁晚报》5月27日E03版）

按照常理分析，道路在改造
修建之前应有统一规划。这些规
划不但包括路面整修，还应该包
括下水道、自来水、天然气管道以
及电缆的设计规划。而我们经常
看到的现实是，很多道路不断地
被挖开。似乎路面是个拉锁，无论
哪个单位都有权力拉开，处理完
了再拉上。看似简单容易，实则暴
露出我们城市建设规划的软肋与
短板。

多年来，由于城市建设的无
序与规划的不科学、不全面、不细
致、不长远，而造成的重复建设和

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无谓浪费
比比皆是，甚至到了令人痛心疾首
的地步。这种“中国式”城市建设，
应该引起全社会与各级政府部门
的反思，因为城市建设的杂乱无序
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失职行为。

一座城市，如果想建设成一
座具备高度文明的现代化都市，
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必不可少。
这是一个涉及政府多个部门共同
职责的系统问题，在城市建设之
初就应该有一个高瞻远瞩的长期
不动摇的科学规划。而对于城市
的改造，也要遵循统一的原则，事
前设置详细方案，而不能总是“头
疼医头脚疼医脚”。只有所有的部
门在城市建设中遵循一个共同的
规划方略，才会在施工过程中实
现高效联动，做到互通信息资源
共享，最终避免人力、物力、财力
的无谓浪费，更不会因影响交通
而造成市民生活的极大不便。

无序的城市道路建设的确给
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
便，作为管理者就不能不做一下
深刻的反思，广大市民也希望像
这样的道路施工以后越少越好。

改改变变规规划划无无序序
职职能能部部门门需需多多做做功功课课

□赵福平

相信大家都有这么一个感
受，每天打开手机，在微信这个即
时通信平台上，你的朋友圈或微
信群，经常有人忙着找人投票。

时下各种各样的评比、比赛、
评选几乎都在网络上同步进行，
参与人为了得到一个好的票数或
好的名次，就会通过多种多样的
关系为其拉票。参与者乐此不疲，
投票者穷于应付。至于评的哪路子
奖，比的什么样的赛，了解不了解
评比的情况，那就没人能说清了。

比赛的内涵就是真实，评比
的标准应是公正，离开了真实和
公正，所有的评比实际上就没有
了任何意义。举办方搞网络评比
最大的目的是扩大影响，这样的
做法无可厚非。至于网民投票含

金量高不高，实际价值靠不靠谱，
据估计举办方也是心知肚明的。

只要有评比，就得有评委，评
委分权威评委和群众评委两种。
我们不妨把群众评委看作是网络
投票，每一个想要投票的人应当
在心里掂量掂量，自己的这一票
究竟该不该投，如果自己了解奖
项，投上自己认为该投的一票，这
是积极的一面，反之则是随波逐
流、没有原则了。

名目繁多的评比放在网上进
行呈现娱乐化倾向，这是一种谁
也无法否定的事实，在一些无关
痛痒的项目上让大家拉拉票、投
投票、高兴高兴也就罢了，但在一
些关乎国计民生或比较重要的评
选中，设计方一定要严谨，慎用网
投，以防评比的娱乐化而导致评
比结果的虚假、不公、变味。

网网络络投投票票有有多多少少真真实实性性可可言言

□冯勇

只需提供身份信息，用于在
分期网站上购买手机，自己不用
还款还能轻松赚得每单500至1000
元的“好处费”,这对于还未毕业
的大学生来说,可谓“美差”。前不
久，长清某高校的54名大学生就
因此上当受骗，被骗金额高达100
多万元。近日,长清警方成功将犯
罪嫌疑人胡某、张某抓获归案，目
前二人已被长清区人民检察院批
准逮捕。（详见《齐鲁晚报》5月27
日E04版）

大学生被无良商家诱骗上当
的剧情频频上演层出不穷，特别
是近年来大学生因打工被传销组
织控制，而造成不良后果的事件
屡屡见诸报端。我们一方面谴责
那些在网络上打着“交友”或者

“高薪”的幌子骗钱的无良商家与
传销组织，另一方面又为这些涉
世未深的大学生缺乏对社会的足
够认知而感到惋惜。

按道理讲 ,经过十多年正规
教育的大学生 ,虽然没有步入社

会,但比起中学生、小学生来应该
有更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较高的
判别能力。

“美差”从天而降，为数众多
的大学生立即深信不疑趋之若
鹜，让人感觉大学生的思想太过
单纯，除了满脑子僵化的学识之
外，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太过欠缺。
初次踏入社会的门槛，不是想着
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以奋斗
和汗水实现创业的理想，而是妄
图抄近道走捷径，到头来受伤害
的还是自己。大学生的心理固然
幼稚，但我们当下的学校教育与
社会严重脱节也是难辞其咎。

我们的学校教育如何在学习
文化和专业知识的同时 ,重塑学
生正确的“三观”认知，同时将社
会意识融入到教学中去 ,让学生
对社会有一个清醒而正确的认
知？这是有识之士应该思考的问
题 ,更是学校教育无可推卸的责
任。各大院校应该切实重视起来，
多多组织和积极开展对大学生进
入社会的入门教育活动，避免大
学生重蹈被诱骗的覆辙。

大大学学生生频频频频被被骗骗
教教育育缺缺失失了了什什么么

葛帅哥直言

葛于梅拍案

葛大家谈

说咱长清的事儿 拉咱百姓的理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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