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行业是一个农民工集
中的行业，在大多数人的印象
中，由于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
部分建筑工人都是从事低端体
力劳动。但是，随着城市高楼一
起长高的农民工，却有不少变
成了名副其实的“技术专家”。
武汉市镶贴工陶猛，从一名80
后农民工泥瓦匠变身“镶贴大
师”，贴瓷砖1年能赚20万。他的
成长历程，给了我们颇多启迪
与思考。

在转发这则新闻时，有网
站用了“建筑工人收入碾压白
领”这样的标题，惊讶之意，溢
于言表。其实，有关这样的表
述，在舆论场上一直都有。如果
我们不加辨别的话，可能会把
这当成普遍现象，进而再次生
出“读书无用”的感慨。

应该承认，这几年包括
建筑工人在内，农民工收入
确实有一个大的增长。一些
行业和工种，甚至实现了倍
增。增长是实实在在的，这只
是应有的价值回归，是受市

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并不是
谁发善心的表现。放眼全世
界，用工成本都走高，特别是
一些艰苦叠加技术的岗位，
更是呈现出薪水高企不下的
态势。而且就整体而言，建筑
工人的收入并没有达到白领
水平，更不要说形成“碾压”
态势了。

在现实中，确实存在陶猛
这样的建筑工人。他们经过长
期努力和刻苦钻研，最终掌握了
别人难以企及的技术，形成了

“一招鲜吃遍天”，拿着相对较高
的收入。据我所知，现在农民工
中，那些掌握贴瓷砖技术的，普
遍收入较高，一年好好干，即便
拿不到20万元，也能拿到10万元。
可是，这只是在金字塔高端，在
金字塔底端，大量的建筑工人不
仅工作辛苦，没有福利保障，而
且收入远没有这么高。在事实
上，一些高级白领收入，“碾压”
普遍建筑工人才是。

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大的
问题并不是现在的处境有多

差，而是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目前的处境。一个有内生
动力的社会，应该提供着大
量的公平机会，满足社会成
员向上发展的愿望。值得欣
慰的是，我们的社会正在制
造着大量人生出彩的机会，
让很多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改
变了自己的命运。其中也包
括大量的建筑工人，他们通
过自己的勤劳双手，不仅建
设着城市，也建设着自己的
人生。相对于过去，他们的生
活处境已然大大改变。

但也要正视，这种向上的
制度通道，还存在扩大供给
的必要性。“不想当将军的士
兵不是好士兵”。对于大量白
领来说，即便现在收入低一
些，可他们在发展机会上，还
存在向上走的相当可能。但
对于大量的建筑工人来说，
他 们 人 生 出 彩 的 机 会 在 哪
里，又指向哪里？在改革开放
的前半程，一些农民工通过自
己的勤劳智慧，加上敢闯敢干，

实现了人生进位，有的甚至实
现了凤凰涅槃。但这种成功很
难复制，更是很难大面积推广
开来。

大量的建筑工人也有人生
出彩的纯朴愿望。由于受到种
种条件的制约，我们更应该做
的，也能够做到的，是让那些勤
学勤劳的建筑工人，在收入上
得到承认。换句话说，社会应该
形成激励机制，鼓励建筑工人
勤学勤劳，而且让勤学勤劳的
建筑工人有相对较高的收入。
远远不止陶猛一个，那些掌握
一技之长，并且认真对待工作
的“大国工匠”们，都应该拿到
相对较高的收入。

天道酬勤。一个健康的社
会永远都不要让勤学勤劳的人
失望，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级蓝
领收入就应高于普通白领。目
前已经看到这样的迹象，武汉
镶贴工陶猛就是这样的代表。
但就整体而看，还有很大不足，
还需要我们提供更多机会，让
更多蓝领人生出彩。

高级蓝领收入就应高于普通白领

恢复小学留级制度宜早不宜迟

□张立美

近日，长期从事幼小衔
接教育和儿童成长发育研究
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
教授钱志亮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希望能够恢复留级
制度，拯救一些孩子，给这些
孩子一年的缓冲时间。留级
对孩子未必就是坏事，我身
边有好几个教授，小学时候
留过级，2014年诺贝尔生理及
医学奖的两位获奖者都曾在
小学时留过级。”

每年新学年开学之际，
各地有不少学生家长希望可
以安排孩子留级。然而，按照
现行教育政策的规定，义务
教育阶段的学生可以跳级，
但不管学生成绩如何，都不

得留级。这让想留级的学生，
只得硬着头皮跟着升级，留
下无穷的后遗症。

由于每个小学生的智力
水平、发育状况、勤奋程度、学
习态度等因素，有一些小学生
在低年级时并没有打好文化
课基础，在学习成绩上与优秀
学生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也没
有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当小学生基础知识尚未打扎
实，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又没
养成，直接跟班升级，显然没有
办法跟上正常的教学进度，或
者学习非常吃力，没有办法静
下心来认真学习，提高成绩。久
而久之，只会让这类学生产生
厌学情绪，不利于学生今后的
成长。

在现实中，可以不时看
见有少数小学高年级学生乃

至初中生，乘法口诀表还没
背会，连基本的加减乘除算
术都不会。让这类学生升级，
直接升入初中，上课成了听
天书，很多理科知识根本听
不懂，完全没有办法学会。这
显然会耽误孩子的学习和成
长，这也是很多家长、学生有
留级需求的根本原因所在。

另一方面，从课堂教学
层面说，虽然我们主张因材
施教，但作为老师，要保障的
是绝大多数学生的权益，教
学进度、节奏考虑到的只能
是绝大多数学生，不会因为
个别跟班升级的学生基础知
识太差，就停下来等他们，或
者给他们开小灶补缺补差，
这很不现实。况且在功利教
育的当下，老师更倾向于照
顾优秀学生，而非后进生。

可见，不管是提高课堂

教学质量，减轻教师负担，还
是避免学生因跟不上教学进
度而过早地产生厌学情绪，
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一刀
切”地不得留级很不科学，违
背了教育规律，俨然成了误
人子弟的教育政策。相反，恢
复小学留级制度非常有必要，
是回归教育规律。而且，宜早不
宜迟，应当尽快落实。当然，恢
复小学留级制度，并不等于学
生升级还是留级完全由学校
和老师决定，决定权和选择权
应当交还给家长和学生。家
长、学生认为不合适升级的，
可以选择留级；反之，即便老
师认为学生该留级，但只要
家长、学生不想留级，那么就
应当允许他们跟班升级。

有媒体调查发现，手机恶意
程序可以做到侵入用户手机、获
取个人短信、通讯录等信息，用户
却毫不知情。然而，这类恶意程序
却在网上肆意售卖，花5元就能买
到。在这个产业链上，还有人专门
出售钓鱼网站，以供恶意程序传
播。

若要斩断手机病毒的黑产业
链，彻底肃清恶意手机APP程序，
须从三个方面发力。其一，加强手
机APP应用程序的发展管理，从源
头上遏制恶意APP的泛滥。现有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
管理规定》虽对规范手机APP市场
发挥了较大作用，但手机病毒5元
公开叫卖的事实说明，我们仍有
需要努力的地方，制定更严格更
规范的APP审核、发布规程，不给
恶意APP钻空子的机会。

其二，严厉惩治恶意APP的制
作者及传播者。手机病毒等恶意
APP之所以能广泛传播，除了许多
制作者用心不正，更得益于传播
途径的网络化、多元化。当一个恶
意APP只需要5元钱就可以买到
时，它的违法犯罪成本极低，再借
助便捷的互联网交易，容易形成
泛滥之势。因此，杀灭手机病毒等
恶意APP，不但要盯紧其“生产出
口”，还要严管其“销售路径”，即
依法对“产、销、购”等行为进行惩
治，方有望斩断其利益链条，终结
乱象。

其三，引导用户养成安全的
使用习惯。恶意APP在发布或转卖
成功后，还需要最重要的一个步
骤才能发挥作用——— 用户下载使
用。为了诱骗用户安装使用，一些
恶意APP想出了“以假乱真”“威逼
利诱”等招数，以实现打入用户手
机的目的。若广大用户学会保持
从正规平台下载APP的习惯，或者
安装杀毒软件等，便极大程度上
堵死了恶意APP进入手机的入口。

这几年，移动支付越来越普
及，绑定银行卡账号的智能手机
几乎全天候暴露在互联网中，其
中有不少不法分子频频作祟，让
人防不胜防。针对完善手机APP管
理、使用等建立多层保护机制，是
保障用户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的
当务之急。(摘自《工人日报》，作者
侯坤）

手机病毒五元卖
后果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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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健康的社会永远都不
要让勤学勤劳的人失望，从某
种意义上说，高级蓝领收入就
应高于普通白领。目前已经看
到这样的迹象，武汉镶贴工陶
猛就是这样的代表。但就整体
而看，还有很大不足，还需要我
们提供更多机会，让更多蓝领
人生出彩。

葛试说新语

葛公民论坛

有多少“致癌小麦”吃进我们的肚子

□马涤明

据报道，中国储备粮管
理总公司郑州直属库代储粮
库——— 中牟县八岗粮管所一
批含有红籽的小麦日前被运
往面粉厂。面粉企业食品安
全员明确表示，红籽在面粉
的生产加工过程中无法筛选
掉，会进入制成的面粉当中，
还会产生呕吐毒素、黄曲霉
素等有害致癌物质。

对黄曲霉素，公众应该
不陌生，它被世界卫生组织划
定为1类致癌物,毒性比砒霜大
68倍。若是含有呕吐毒素、黄曲
霉素的“红籽小麦”被加工成面
粉，吃进我们的肚子，问题很严
重。而如果连中储粮直属库的
收购安全底线都失守了，国
储库出来的小麦都不安全，

问题就更可怕。
中储粮郑州直属库监管

科负责人刘仁利对媒体称，
八岗粮管所的小麦确实存在
发红的状况。但他多次强调，

“红籽小麦”不属于国家专项
检测的项目，因此，对于八岗
粮管所粮库里小麦中红籽含
量的多少，并没有专门检测
结果。如果整仓抽检合格，可
以进入面粉生产企业加工使
用。依照这种说法，我们消费
者吃没吃可能含呕吐毒素、
黄曲霉素的“红籽小麦”，吃
过多少，谁都不知道。但包括
中国粮食协会人士在内的多
名业内专家、生产企业负责
人、食药监执法人员表示，受
潮发热的小麦应该单独隔离
开来，送到权威检测部门检
测呕吐毒素、黄曲霉素等的
含量，再确定处理方法。如果
小麦里含有发红的颗粒，这
批小麦必须先按照国家标准
进行检验，只有检验合格，才

能加工为面粉。
中储粮郑州直属库的说

法显然是在蒙人，而这也是
对它们不按国家规定检测受
潮发热“红籽小麦”，放任问
题小麦流入市场的不打自
招。更叫人困惑的问题是，我
们不知道，对国储粮库粮食
收储安全的有效监督在哪
里。媒体暗访中储粮郑州直
属库“红籽小麦”问题，源于
内部职工“程耳”的举报；若
没有内部人举报，没有媒体
暗访曝光，这种事是不是一
直能瞒天过海，而我们消费
者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还有一个细节耐人寻
味：3月2日给八岗粮管所送
来问题小麦的货主叫石彦
明，他是这个粮管所的前所
长，而现任所长则是石彦明
的儿子石武强。中储粮下属
国有粮管所的所长居然是

“子承父业”，然后是父子所
长之间做粮食收购生意，合

伙收购有问题的小麦。中储
粮内部环境如此宽松，那就
不只存在“红籽小麦”的问题
吧？

八岗粮管所门卫和粮贩
还透露，仓库内小麦受潮变
质，还跟仓库的建设缺陷有
很大的关系。两个仓库共用
一面墙，而这面墙的上方有
一条排水道。如果粮食储存
设施不合格，而对“红籽小
麦”又不作专项检测，这种粮
库岂不是在常年向市场上

“供应黄曲霉素”、供应“致癌
小麦”？国家每年都向中储粮
拨付大量财政补贴的情况
下，基层粮库的储粮设施却
仍是如此的破敝，究竟是财
政拨款不够用，还是没用在
正地方，值得追问。而这种情
况究竟是某些地区的个别现
象，还是普遍存在，更值得关
注。相同的体制机制与监管
环境下，偶然爆出的“个别现
象”，恐怕很难让公众淡定。

葛一家之言

□毛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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