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是高考第一天，而今
年又恰逢恢复高考四十年，这
一年的这一天意义非凡。

四十年光阴，足以把青丝
熬成白发。当初满怀忐忑之情
踏入考场的青年，不少已经到
了古稀之年，但说起高考前那
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很多人的
记忆依然清晰如昨。一代人有
一代人的故事，唯有高考的故
事能够引起几代人的共鸣。所
以，每逢高考季就有全民谈高
考的热闹。

对每一个曾经走进考场的
个体而言，高考就是命运的转
折点。那时的高考题目或许没
有今天这般深奥，但是竞争的
激烈远超今天，千军万马争过
独木桥，胜利者终究是少数。一
些踩着两脚泥进考场的青年，

因为一纸录取通知书，就迈进
了高等学府，最终被培养成为
国家栋梁。高考的失意者固然
有许多遗憾，却也因此挫折明
白了人生在于拼搏，不在于出
身或血统。今天，上大学的路越
来越宽，成功者越来越多，失意
者越来越少，抛开功利心看高
考，它仍然是最好的成人礼。

人才是强国的根本，近四
十年来高校培养的人才数当以
千万计，导演张艺谋曾经说过

“没高考，没现在”，没有高考的
及时恢复，也无法想象中国的
今天。但是，我们今天不吝笔墨
赞许高考，并不是因为这样的
选才方式就是完美的，而是认
为高考用直观且庄严的仪式向
全社会普及了一个基本的价值
导向，那就是公平竞争。四十年
间，高考从考试内容到招生方
式几度变革，始终坚持分数面
前人人平等，让那些缺少财富
和权力背景的考生得到了公平
竞争的机会。高考因此才成为
最具公信力的考试制度。对高

考的每一次围观和热议，都让
公平竞争、唯才是举的共识不
断强化。高考重启，改革开放的
大门也随之推开，之后的四十
年间认同公平竞争的中国人正
是以赶考的决心和勇气参与到
了国际竞争中，在竞争中合作，
在竞争中完善规则，在竞争中
捍卫公平。

当然，说起高考不会全是
美好回忆，几乎每一个经历过
高考的人，都有过“被虐”的感
觉。考试和招生制度长期存在的
种种问题，使得高考直到今天依
然让考生有如临深渊的感觉，尽
管现在不再是一考定终身。伴随
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不少高校
教学质量堪忧，学生交费负担重
而择业艰难。以前学生考个专科
学校就很满意了，而现在很多学
生都只能以顶尖名校为唯一目
标。四十年来，高考兜兜转转，一
直没有真正走出改革困境，综
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还没有完
全实现，在高考指挥棒下，应试
教育依然大行其道，孩子们的

人生起跑线大多以高考为终
点。重新坐进高考考场，还是可
以让很多人在深夜惊出一身冷
汗的噩梦。

为了不让孩子们再为高考
发出梦魇，被全社会共同关注
无尽呵护的高考，也应该被寄
予更多的期待。在确保公平的
前提下，高考应该更多地展现
出科学和人性。在经济增长日
益重视质量和效益的今天，高
考没有理由继续以粗放的选才
方式挥霍年轻人的潜力，更没
有理由成为扼杀学生天性和创
造力的桎梏。四十年前，高考是
改革开放的探路者，但今天的
高考改革已经很难单兵突进。
高考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必须
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深化以
及其他领域改革的统筹推进。
今天让人又爱又怕又赞又怨的
高考，正是当下处于改革攻坚
期和深水区的转型社会的一个
缩影。很多看似属于教育的问
题，根源却在校园之外，比如农
村和贫困地区学生比例偏低，

个别地方“异地高考”难以推
进，等等。总之，区域经济发展
的不平衡以及社会利益的多元
化带来的诸多问题都投射到高
考考场里。所以，呵护高考不是
简单的为考生“降噪”“开路”，
更重要的是尽快为高考制度改
革扫清障碍，作为过来人尤其
是受益者要有更大的视野和更
大的气魄推进改革，不要被既
得利益遮蔽。

四十年来，我们已经习惯
在高考季谈高考，无论我们满
意与否，高考一路走到这个阶
段，呈现这个态势，都是由各方
参与者合力而成。人生“四十不
惑”，重启四十年的高考能否如
期实现制度之变，关键就看今
天的参与者和围观者能否先有
观念之变。如果一边盼着顶层
设计别开生面，一边抱着应试
教育原地打转转，改革就有可
能成为空谈。今天，高考给每个
参与者和围观者都留了一道思
考题，我们需要慎思，明辨，更
需要笃行。

高考改革，要慎思更要笃行

该给“五毛零食”设立国家标准了

江德斌

“容我吃包辣条压压惊”，
这个段子一度让辣条晋升为

“网红食品”。这种面制品是主
要的“五毛零食”，但伴随着廉
价的是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
问题，以及行业的无序野蛮生
长问题。自2015年至今，全国
有15个省份共计131家辣条生
产企业的195批次辣条上了食
药监局的“黑名单”。辣条制作
生产的低门槛，也使得小作坊
盛行。在131家企业中，仅49家
拥有注册商标，占比为37 . 4%。
河南省与湖南省为不合格辣
条的重灾区。

如果一包辣条解决不了，
那就再来一包吧。辣条这种流
行于中小学生的“五毛零食”，
近年来大有走出校园，风靡全

球之势，在网络上热销，连国
外消费者也被其独特的滋味
征服。据说在部分地方，辣条
俨然神一样的存在，具有流通
货币的功能，用辣条可以换到
各种物品，辣条一度成为“炫
富”的工具。可是，辣条长期存
在的质量问题，却令人难以淡
定，社会公众和监管部门都呼
吁要慎吃辣条，令其沦为人人
喊打的问题食品。

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辣
条的质量问题堪忧，主要涉及
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甜味
剂和菌落总数超标、包装标识
不清楚、产品过期等问题，导
致辣条频频遭到各地监管部
门查处。而且，由于辣条的生
产门槛很低，处于无序野蛮生
长状态，几乎都是小作坊加工
而成，缺乏系统的质量管控，
以致辣条质量水平普遍低下，
即便是知名品牌也上过黑榜。
可见辣条质量失序，影响到消

费者的身体健康，急需予以规
范化管理，促进厂家提高产品
质量。

辣条与其它“五毛零食”
都被打上垃圾食品、问题食
品、低营养食品等标签，不
适宜长期大量食用，但其价
格低廉、利润丰厚，又成为
众多小厂家、小商家扎堆的
领域，并将其做成一个产值
达500亿-600亿元的大市场。
显然，辣条行业已经初具规
模，有一定的市场基础，不
可能就此全部取缔，最好的
办法就是设立统一国标，对
行业进行规范管理，允许合
格辣条继续销售，对于问题
辣条则严厉打击，通过法律
和市场规则促进行业有序
发展。

调查发现，城中村、城
乡接合部、边远农村等是辣
条企业的生产集中区域，学
校周边商店、集贸市场、批

发市场则是辣条销售的集
中场，青少年儿童特别是中
小学生是主要消费群体。辣
条行业具有小散乱等特征，
厂家和商家众多、分散，打
击难度较大，而中小学生的
自制力较差、消费力低，又
喜欢购买廉价食品，对辣条
缺乏足够的抵制力，成为辣
条等“五毛零食”得以生存
壮大的基础。

可见，社会和监管部门要
正视辣条及其它“五毛零食”
存在的合理性，不能一味堵
截，应以统一生产标准、规范
经营为主，管住厂家和商家，
督促其合法生产经营。同时，
以宣传教育为辅，向学生传递
健康饮食常识，培养良好的饮
食习惯，防范长期食用辣条等

“五毛零食”。

葛公民论坛

公积金全国“漫游”
难在哪儿

据媒体报道，相关部门正在
加快推进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
转移接续平台建设。按照原定设
想，该平台将于6月底上线，自7
月份起，将可实现住房公积金

“账随人走、钱随账走”。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业的

火爆，公积金不仅日益被公众
关注，也屡屡招致诟病。而除
了所谓的“劫贫济富”之外，人
们对公积金最大的不满，恐怕
是其被缴存“钉死”。也就是许
多地方都规定，职工在哪里缴
存公积金，就只能在哪里使用
公积金，一旦跨地区，公积金
立刻就“有等于无”。

希望公积金能够异地提
取使用的呼声存在了很多年，
可进展一直极为缓慢。客观的
原因，是各地公积金系统没有
联网，异地如果提取公积金以
及贷款的话，很难查到使用人
的相关信息。2011年，住建部就
曾提出实现100个城市住房公
积金全国联网的目标，但是未
能如期实现。坦率而言，公积
金信息全国未能联网，的确是
影响公积金全国“漫游”的重
大障碍。因为各地公积金缴存
标准不一、贷款利率和政策也
不一样。但是，这种障碍也并
不是真的难以克服。例如，目
前许多地方已经实现了省内
公积金的统筹，可以在省内

“异地互贷”，也就是公积金已
经在许多省内“漫游”了起来。

按照现行管理条例，公积
金的使用存在很多制约，存在
银行的收益也非常可怜。但
是，尽管各地公积金缴存严重
旱涝不均，这么一大笔资金留在
当地，对于地方依然有巨大的诱
惑力。这些年来，利用公积金建
设保障房的动议此起彼伏，很难
说不是公积金的诱惑在起作用。
住房公积金的用途当然可以继
续探讨，但让公积金能够尽快流
动、实现全国“漫游”，显然是
最具现实价值的改革。

（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徐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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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毕业照沦为糟糕的“最后一课”
葛一家之言

木须虫

6月5日，一则关于“心寒！成
都一高中毕业照：领导老师是P
上去的”的消息在微博上疯传。
微博称，据网友爆料，近日，在
成都龙泉中学高三毕业班拍摄
毕业照时发生了这么一件尴尬
的事，其中领导老师只和其中
两个班级进行了合影，在其他
班洗出来的合影照片中，一排
领导却被惊奇地PS上了画面。
学生们禁不住发问：“领导，您
真的那么忙吗？这可是我的毕
业照啊，这也要作假吗？”

微博所曝光的内容是真
是假还有待证实，但从网友的

跟帖与回应来看，班级毕业照
校长无暇参加被ＰＳ上合影
的，一些网友也经历过，说明
毕业照的ＰＳ现象并不少见，
媒体也曾有报道。同时，无论
微博受到网友广泛关注本身，
还是网友对校长们ＰＳ的褒
贬不一的看法，恰恰从侧面反
映了学生们其实很在意这么
一张毕业合影。

照班级毕业照意味着学生
一段校园生涯的结束，对学生
们来说是富有特别意义的一
刻，校长参加合影，一方面是对
学生们的尊重与祝福，并作为
惯例成为学校必要的礼节；另
一方面还是学校承担教育责任
与使命的见证，不管孩子的将
来一片辉煌，还是平凡普通，与
学校和老师的培育必然存在某

种关联。
如果校长们只是因为某

种原因缺席学生毕业合影，至
多只是一种遗憾。虽然电脑软
件可以PS出外在的影像，甚至
比真实的更出彩，但无法填平
情感的沟壑。相反，ＰＳ得再好
本身都是假，这样的合影形象
饱满，记忆却很苍白。不管什么
时候、什么场合，面对着它，这
些毕业生都会说，“其实这些人

（校长）没有参加拍照”，指不定
还有愤恨的责骂。如此的念
想，恐怕比缺失还糟糕。

假的真不了，这首先是对
毕业学生的不尊重，其次也是
与一贯倡导乃至经常教育的
诚信道德价值的背离。如果微
博提到的校长选择性出席毕
业班的合影，厚此薄彼，甚至参

加合影的都是重点班，分三六
九等对待，则是赤裸裸的歧视，
对学生心灵注定是深深的伤
害。言传身教是教育的另一种
形式，学校课堂之外的教育没
有小事，合影更不例外，因为这
个时刻、这个场景很特殊，很大
程度上，是学生在校园“最后一
课”，应当谨慎对待。

校长有没有必要出席毕业
班合影，或许可以商榷。不过，不
管是继续遵循惯例，还是去行政
化，都应当把真实、公平摆在前
面，保有对所有毕业生同等的尊
重，宁缺勿假。特别是校长们参
加毕业合影，只要安排合理，完
全可以兼顾到位，以忙为借口只
会留下官僚的印象，如果ＰＳ到
毕业照，即是立此存照。要防止
毕业照沦为糟糕的“最后一课”。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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