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各地高考成绩陆续
公布，一些“学霸”及其背后的
家庭也受到了舆论的格外关
注。有网站发布调查报告指出，

“学霸”的出现与其家庭背景、
父母职业等有密切关系。据统
计，近十年来高级知识分子家
庭，尤其是教师、公务员、工程
师家庭，成为盛产“学霸”的家
庭。

这个调查报告有多少科学
性和权威性姑且不论，仅就结
果而言，与公众日常感受基本
是吻合的。知识分子的家庭盛
产“学霸”，当然不能证明“基因
决定论”，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家
庭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高考结束之后，很多为人父母
的都在艳羡“别人家的孩子”，
然后给自己的孩子施加更大的
压力，恰恰忽视了自己是否尽
到了责任。

如果说现在很多做父母的
不合格，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
委屈。教育被很多家庭视为头
等大事，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很多做父母的简直是
使出了浑身解数。为了供孩子
上天价幼儿园，他们省吃俭用；
为了一套“学区房”，他们不惜
效仿“孟母三迁”；为了让孩子
全面发展，他们载着孩子奔波
在各个辅导班……总之，为了
孩子，他们很忙，忙得简直找不
到自己。

这样的父母不可谓不重
视教育，但是他们寄予厚望的
只有学校教育，甚至把孩子的
教育一股脑都推给了学校和
老师。他们以为只要把孩子送
进了名校，给孩子请了上门辅
导的名师，就尽到了父母的责
任，就可以苛求孩子以“学霸”
的成绩回报自己。但是，这种

“一切围着孩子转”的家庭氛
围反而有可能严重干扰孩子
的正常成长。在父母围着孩子
忙得失去了自我的家庭，集万
千宠爱于一身的孩子也可能
失去自我，他们成了父母借高
考改变命运的工具，宠爱越
多，压力越大。

高知家庭尤其是教师家
庭，在辅导孩子学习时固然有
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但是
他们更大的优势则体现在一种
更加宽松的家庭环境。这些家
庭的父母基本都属于社会中产
或者更高的阶层，他们收入稳
定，不急于借高考来改变孩子
的命运，同时，他们都在为自己
的事业忙忙碌碌，也无暇给予
孩子过度的关注。这样的家庭
重视知识，而不迷信高考，能给
孩子一个宽松的、民主的家庭
氛围。北京高考文科第一名熊

轩昂，从小都不在顶尖学校学
习，他高考之后特别感谢的是
做外交官的父母给了他很好的
家庭氛围，这种潜移默化的影
响使他受益匪浅。

这些年，社会上为高考减
负的呼声从来没有停止过，很
多家长都盼望在制度设计上
实现从教学到考试的减负。实
际上，无论高考制度如何改
革，只要参与其中的人不扭转
这种“押宝”式的竞争观念，都
一样会给考生带来沉重压力。
真正关心孩子健康成长的家
长，与其孤注一掷，“押宝”于
孩子的奋斗，不如先改变自己
的形象，让自己成为积极向
上、勤勉有为的父母，以潜移
默化的家庭教育促进孩子的
健康成长。如果做父母的都不

“及格”，有什么理由要求孩子
成为“学霸”？

“学霸”的背后少有“押宝”的父母

央企海外投资更需要防范风险

葛一家之言

作文抄袭

别把孩子带沟里去

日前，在第三届（上海市小学
生）美丽汉字征文活动颁奖现场，
前来参加活动的学生、家长和老
师得知一个消息后惊呆了：原本
评出的获奖作品有420篇，结果有
超过一成的文章被查出有抄袭，
被主办方取消了获奖资格。

小学生作文抄袭，主谋只能
是家长。多数小学生连抄袭的概
念都分不清楚，也不明白照着别
人的稿子抄有什么问题。多数情
况下，都是家长亲自上阵，手把
手帮小孩完成抄袭过程。主办方
的一项问卷调查也表明了这点。
在参加调查的逾4万名家长中，
多达60%的家长表示曾帮助孩子
完成过作文。

为什么参加一个征文活动，
家长也要帮小孩抄袭呢？看这场
活动的阵仗也就不难明白，家长
们不光是冲着让孩子提高写作能
力来的——— 只要参加活动获奖，
孩子就多一张证书，以后小升初
面试也就多了一块敲门砖。这才
是真相。这场征文活动就是这么
被玩坏的。否则，哪来那么多人对
写作文有那么大的热情呢？

说起来，这又是一个起跑线
上的悲剧。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家长们带着孩子奔波于
不同的课外培训班，现身于各类
竞赛考场。奥数竞赛、少儿剑桥
英语考级自然是家长扎堆的地
方，而近年来，作文培训也日益
受到家长重视。这主要是作文占
分多、提高不易。所以，有些家长
在小学一二年级就开始下意识
地通过各种培训和竞赛，试图提
高孩子的作文水平。

作文没有捷径。要想提高作
文水平，除了掌握词汇，更多是
要靠广泛阅读，这样才能增强语
感，开拓思路，提高表达能力。但
许多家长不是鼓励孩子多阅读，
而是带孩子参加各种作文培训
和竞赛，以为让孩子多学点写作
技巧就能达到目的，殊不知，这
只会培养出刻板化的写作方式。
这对孩子的作文思维和灵感是
一种很大伤害。

至于在征文中玩猫腻，抄袭
代笔，这根本不是为提高孩子的
作文水平，而是弄虚作假，只为
一纸获奖证书了。这样做只会是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摘自《钱
江晚报》，作者魏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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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真正关心孩子健康成长
的家长，与其孤注一掷，“押
宝”于孩子的奋斗，不如先改
变自己的形象，让自己成为积
极向上、勤勉有为的父母，以
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促进孩
子的健康成长。

□谭浩俊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20户
中央企业2015年度财务收支
审计结果显示，部分企业投资
经营存在风险管控比较薄弱
的问题。其中，抽查的20户央
企的155项境外业务，有61项
形成风险384 . 91亿元。

20户央企的海外投资业
务，大多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
发以后的头几年发生的，而这
几年，也是央企扩张速度最快
的时段，是央企做大规模、做
多资产、做足数量最激进的阶
段。多数央企在扩张过程中把
规模、数量、速度等放在首位，
很少考虑质量、效益和风险。

与国内投资相比，海外投
资的风险显然要大得多。这些
年，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项

目，出现问题的也不少。很重
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急功近利，
想当然地认为海外的钱太好
赚了。殊不知，不同国家的不
同体制、不同的法律体系、不
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宗教信
仰等，都有可能对投资项目产
生影响。民间投资尚且如此，

“牵挂”小得多的央企，如果海
外投资也急功近利，出现风险
就更是“不在话下”。

事实上，在特定阶段，央
企在海外投资方面的“大跃
进”，还一度被当作成绩和功
劳，成为有关方面考核央企绩
效、衡量央企发展能力、展示央
企决策水平的重要筹码，进而
加剧了央企海外扩张的冲动。
很多央企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
下，才加快了海外投资的步伐，
加大了海外投资的力度。这也
从一个侧面说明，如果央企不
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不能
有效地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

系，不能让董事会成为企业的
决策机构，要想解决央企盲目
投资的问题是很难的。

央企出海，不同于一般企
业出海，央企一出手，少则十
几亿，多则数百亿。如此规模
的海外投资，如果出现失误，
损失是相当巨大的，影响也是
不可估量的。20家央企155项
海外投资业务，就有61项形成
风险，出险率达到40%，风险
金额更是高达384 . 91亿元，不
能不令人担心。

投资是有风险的，正是因
为投资有风险，所以，就更要
注重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那
么，央企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到
底有没有把握好这一原则呢？
投资决策所需要的各项依据、
市场分析数据、可行性论证报
告、未来发展趋势研判等，是否
都具备呢？这才是衡量和判断
央企海外投资是不是盲目决策
的主要依据。如果确实存在这

方面的问题，就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追责。不然，盲目决策
的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力度的加大，特别是去产能
步伐的加快，央企“走出去”
的力度还要进一步加大。只
有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广泛地听取各方面意见，做
好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工
作，才能使投资项目不至于
因为种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
失误。同时，有关方面也要加
大对海外投资决策业务的监
管工作，主动为企业海外投
资提供各种信息和决策依
据，帮助企业进行利弊分析，
提出合理化建议。必要时，要
提出风险警示。在此基础上，
对项目实施以后的状况进行
客观评价，并与央企经营者
的薪酬考核挂钩，切实提高
央企海外投资的效率与质
量，减少风险和损失。

□丁家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
部、司法部27日联合发布《关
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
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其
中明确提出，办案机关严禁
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
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
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
己有罪。对一切案件的判处
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
轻信口供。

最高法等五部门联合发
布司法规定，明确提出不得强
迫任何人自证有罪，从侦查、
起诉、辩护、审判等方面明确
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和排除
程序，确实能有效防范冤假错
案的产生。然而，这项司法规

定只有真真切切地贯彻落实
下去，才能发挥作用。而落实
还必须有相应的监督手段予
以保证。

毋庸讳言，过去由于刑
侦技术落后，司法机关办案

“重口供轻证据”的现象普遍
存在。一些办案机关为了快
速破案，不惜以刑讯逼供和
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
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很容易
造成冤假错案的发生。呼格
吉勒图、聂树斌被冤杀错案
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尽管两
人在一二十年后相继被法院
改判无罪，家人获得了巨额
的国家赔偿，但年轻的生命
已经无法挽回，家人遭受的
伤痛也永远无法抚平。为了
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我国
司法部门近年来不断改革和
采取各种措施，进一步规范
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此
次，最高法等五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
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
定》，明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
实自己有罪，更是堵死了以
口供定罪的司法“漏洞”，必
将对防范冤假错案起到积极
有效的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
信息的日益发达，刑侦技术越
来越先进，司法机关获取证据
的途径和方法多种多样，取证
的技术手段也呈现高科技化，

“口供”在办案过程中所起的
作用越来越小了。但是，也不
能排除一些基层办案人员图
省事，仍然采取刑讯逼供、威
胁等“土办法”收集证据；或强
迫嫌疑人自证有罪，并伪造相
关的证据进行印证等等。办案
人员以上非法收集证据的情
形不能杜绝，冤假错案就还有
可能会发生。

因此，落实“不得强迫自
证有罪”司法规定，不能仅仅

停留在文件上、口头上，还要
实实在在落实到每一个案件
中。只要每一个案件都严格按
照司法规定去办案，就很难出
现偏差和错误。而司法规定是
否落实、落实是否流于形式，
还必须有必要的监管措施进
行监督。有监督才有压力，办
案人员才不敢怠慢。同时，对
监督中如果发现办案人员有
违规行为的，应坚决予以纠
正，并对责任人进行问责；涉
嫌违法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
绝不能姑息养奸。

“不得强迫自证有罪”彰
显了司法进步，也能切实保障
人权。但愿各级司法机关在办
案过程中，严格贯彻落实这项
司法规定，杜绝一切违规违法
的办案行为，使每一个案件都
能公平、公正，天下无冤。

葛公民论坛

“不得强迫自证有罪”关键在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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