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0日是第33个教师节。
在这个一年一度的节日即将到
来的时候，很多学生和家长为
了表达感激之情，正在精心准
备自己的礼物。奉赠礼物，以示
敬意，进而增进师生之间的情
谊，这是优良传统，在今天还应
该得到传承。但是如何才能准
确地表达对老师的敬意，的确
需要很多学生，尤其是家长，认
真考虑，精心准备。

三十多年前恢复教师节的
初衷很明确，就是“为提高教师
的社会地位，造成尊师重教的
社会风尚”。彼时，教师的社会
地位和生活待遇与今天不可同
日而语，尊师重教也主要体现
在不断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
经济待遇。随着各项制度的确
立和系列法律法规的完善，教
师的工资水平有了大幅提升，
社会地位也有了相应提高。那

时对老师的尊敬大多体现在给
老师办实事，不仅政府急老师
之所急，很多学生和家长也会
主动帮助老师解决一些生活难
题。农村的学生捎带一些土特
产给老师尝尝鲜，城市里的家
长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帮一把老
师，都是人之常情的来往。

今天，教育被视为“提高人
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
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已经被摆
在了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
些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逐
年增加，改革红利不断释放，绝
大多数教师都过上了收入稳定
受人尊敬的体面生活，即使经
济上曾经异常窘迫的乡村教师
也得到了显著改善。虽说很多
教师的收入还没有到“不差钱”
的地步，但也确实不需要学生
和家长在物质上给予帮助。

现在的尊师重教应该体现
在对教师权利的尊重和保障。
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
生命、塑造人的工作。所以，教
师的职业门槛很高，教学也是
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但是，有不
少家长自视甚高，对孩子看得
很娇贵，总想深度参与到教师
的本职工作中，经常对教师的
职业行为表现出不理解不尊
重，甚至指手画脚。家长如此

“重教”，只能让教师感到左右
为难，很难安心从教。

现在的尊师重教还应该体
现在对师道尊严的悉心呵护
上。教师肩负着“传道授业解
惑”的责任，一个教师站在三尺
讲台之上应该是两袖清风昂首
而立的，也只有得到学生的敬
仰，才能真正成为学生的引路
人。但是，有不少家长为了让子
女得到更多的呵护，抢占更多

的教育资源，不惜以重金收买
教师。这种不道德的交易，看上
去给老师和学生都带来了实
惠，其实重创了教师在学生心
目中的形象，让师道尊严荡然
无存，也让学生因此看轻了教
师，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学生。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为
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为了民
族的伟大复兴，都需要在全
社会弘扬尊师重教的风尚，
让 教师成 为 最受尊重的 群
体。所以，即将到来的这个教
师节不应该被淡忘和忽视，
应该得到隆重的庆祝。这需要
所有学生和家长认真思考，怎
么才能更准确恰当地表达自己
的敬意，不同的人可能都有不
同的创意，无论如何，切记不要
掺杂太多的功利之心，更不要
以尊师之名玷污了教师这个
职业的神圣性。

教师节，不要怀着功利心去“尊师”

关注“产妇坠楼”，责任认定是首要议题

陕西榆林“产妇坠楼”事
件，这几天闹得沸沸扬扬。国
家卫计委新闻发言人对此回
应称，已责成当地卫生计生部
门认真调查核实，依法依规严
肃处理。

这则回应，说出了一个最
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对于产妇
坠楼的前因后果，还没有权威
的认定。不得不说，在事实不明
的前提下，舆论场上的很多讨
论已然跑偏。目前最核心也最
要紧的议题，就是弄清楚造成

“产妇坠楼”的责任归属。如果
连“痛点”以及造成“疼痛”的
原因都没搞清楚，就谈不上对
症下药了。

回顾这一事件的发酵过
程，最开始的争论还是切题的，
尽管都是医患双方的单方面言
论，但核心议题仍围绕责任二

字。最先披露“产妇坠亡”一事
的正是发生悲剧的榆林市第一
医院，相继发布的两份声明以
及配发的图片，把矛头指向“拒
不签字”的产妇家属。随后，通
过媒体报道，产妇家属对上述
论断加以反驳，追问院方在产
房管理以及产妇保护方面的不
当之处。双方你来我往，各执一
词，但议题集中于事实探究上，
议论本身还是有助于推动责任
认定的。

然而，短时间之内，各种
言论传播开来，各方都依据自
己认定的真相，推动话题无限
扩展，还没弄清楚的责任认定
问题反而被淡化了。议题的跑
偏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认定
产妇的悲剧源于落后的生育
观念，正是把女人当生育工具
的婆家，“迫使”无助无援的产
妇选择跳楼。二是把矛头指向
医护人员的冷漠以及助产技
术的落后，甚至不少文章把

“痛”作为重点，大谈无痛生育
的好处以及在国内的推广。这
些议题并非不重要，但要考虑

到责任认定问题还没有解决，
事实也并不清晰，再有深度的
扩展议题也不过是空中楼阁。

对于类似的公共事件，舆
论难免反应强烈，但在事件发
酵的不同阶段，议论要有与阶
段相适应的重心。有句话叫

“走得太久，忘记为何出发”，
在互联网时代，这也是舆论场
最容易发生的情况。就拿“无
痛分娩”议题来说，确实“蹭得
一手好热点”，但就目前公布
的信息来看，如何证明“痛”是
造成产妇坠楼的根本原因？

“无痛”就一定能够避免悲剧
吗？谈论来谈论去，给人一种
问题解决、大功告成的错觉，
甚至误导人们不再去关注产
妇坠楼的真正原因。而建立在
各自“事实”之上的议论，带领
着各自的拥趸越走越远，公共
舆论也将因此撕裂。

脱离了事实，过分地使用
“发散思维”，无限地扩展议
题，显然是不恰当的。就算互
联网时代的舆论场，也要遵循
一定的规则，要知道，建摩天

大楼离不开坚实的地基。而关
键的问题，其实也是最基础的
问题，那就是让议题回到产妇
坠楼的责任认定上。调查是由
哪些机构主持的，调查工作是
如何开展的，依据什么认定责
任，这才是眼下舆论最应关心
的。也只有在事实清楚、责任
明确的基础之上，结婚对象的
选择也好，医疗技术的应用也
罢，这些深入的扩展议题才有
讨论价值。

强调议题的先后顺序与
轻重主次，也有助于避免公众
事件被利用，成为“没有热点
制造热点”的工具。梳理一下

“产妇坠楼”之后那些流传甚
广的网络文章，都有一个特
点，那就是不假思索地“归
责”，针对医患的任意一方火
力全开。那么，事实果真如此
吗？有没有可能产妇坠楼只是
难以防范的极端个例，医患双
方都没有明显的责任呢？在查
清事实之前，在认清责任之
前，还是少一些不负责任的断
定，少一些跑偏的议论吧。

考虑“从物”性质，车位就该捆绑销售

葛一家之言

洋奶粉不符合国标

土奶粉也不能松气

□吴元中

随着私家车普及，从去年
以来杭州各大小区的车位价
格几乎都有惊人涨幅，很多人
因此瞄上囤车位生意。城北某
小区，有位土豪业主一口气买
下十几个车位；余杭之前传出
小区150个车位被神秘人士打
包买走的消息；萧山一楼盘，
交付快一年才卖车位，去年10
万元的价格如今涨到 2 8 万
元……（9月7日《钱江晚报》）

其实，不仅是杭州，全国
各地都不同程度存在车位销
售乱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
象，固然与一些人善于投机、
钻空子有关，根本上还在于对
车位销售的管理极不规范，甚
至处于真空状态。除了一些地
方自己制定了互不相同的规

定外，无论《物权法》、《商品房
管理销售办法》还是其他法律
法规，都没有关于车位定价以
及如何销售等方面的规定。没
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治理车
位销售乱象，必须要有科学合
理的规范。

众所周知，车位虽然与商
品房分开存在，也有与其不同
的功能，但在性质上不像普通
商品那样具有独立性，而是作
为商品房的附属物并为了服
务于商品房 (使用者 )而存在
的。可见，车位在性质上并不
是一种独立物，而是商品房的
从物。规范车位销售必须着眼
于车位的从物性质及其与商
品房的联系。

《物权法》第一百一十五
条规定，“主物转让的，从物随
主物转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除外。”就从物对主物不可
或缺和从物的从属性质而言，
也应当如此。所以，除了当事

人之间自行协商、另行约定的
情况外，开发商销售商品房
时，应当同时销售车位，不得
滞后销售。也只有将车位与商
品房配套销售，顾客才会有完
整的选择权，并有效防止滞后
销售车位带来的业主没得选
择、不得不买以及车位配比过
低造成的业主竞相抬价、让开
发商牟取暴利等情况的发生。

与此同时，车位既是为服
务于商品房和为业主配置的，
一般不可能向业主之外的人
销售，如果允许客户只买商品
房不买车位就会使车位废弃，
无法收回投资，因而应当允许
开发商销售商品房时与车位
进行捆绑，一些地方规定不得
捆绑的合理性显然是有问题
的。这种分开销售的后果从长
远看对顾客是不利的，等日后
再想买车位时绝不会是当初
那样的价格，还不如一体销售
形成的总价更让人一目了然。

对于一些业主的车位无
用而有需要的业主却没有的
情况，为了物尽其用，应当允
许业主单独出售车位。但鉴于
某位业主的车位对整栋楼都
具有附属性质，应当对单独出
售车位进行限制。即其他业主
具有优先购买权。

总之，应当根据从物的性
质和从物应当随主物一起转
让的原则，对车位出售问题作
出合理的规范。且鉴于各地制
定的规范中存在这样那样的不
足和问题，并且相互矛盾，有必
要消除不一致，制定统一的规
范。由于法规修改相对简单，且
具体做法根据从物的性质和从
物应当随主物一起转让原则
能够直接推出来，所以无须修
改《物权法》，只须修改完善

《商品房管理销售办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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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尊师重教应该体现在对师
道尊严的悉心呵护上。有不少
家长为了让子女得到更多的呵
护，抢占更多的教育资源，不惜
以重金收买教师。这种不道德
的交易，看上去给老师和学生
都带来了实惠，其实重创了教
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让师
道尊严荡然无存，也让学生因
此看轻了教师，最终受到伤害
的还是学生。

据报道，历时半年的专业
检测显示，6款来自美国、欧洲、
日本的海淘奶粉中，有4款存在
不符合中国食品安全婴儿配方
奶粉标准的指标，而受测3款中
国奶粉都符合国标。

当然，不符合中国标准并
不能简单等同于“质量不行”。
有些国外标准看似比国内标准
低，可能因为当地根本不存在
类似问题。在牵扯更为复杂的
专业判断情况下，报道并不能
扩大外延，被解释为，“洋奶粉”
根本不行；也不能解释为，“洋
奶粉”不行就意味着“土奶粉”
已经行了。

合理解读其中的信息，应
该是，以“土”“洋”划分“优”

“劣”的单向判断应有所改变，
熨帖国情的中国奶粉应该展现
出本土优势，因为不能指望其
他国家的奶粉优先关注你的孩
子的特征。奶制品行业不要把
此类报道仅理解为正名，而应
该读出这当中的沉重冀望。

近十年以来，中国乳业就
没有走出三聚氰胺叙事，关于
乳业浴火重生的任何共识、举
措、成果，仍像是一场广义的
善后。因为对民族品牌信心低
落，中国消费者则被迫向国际
市场迁移，付出几倍的成本，
辗转通过海淘、代购、甚至“打
飞的”出国出境购买洋奶粉。
2008年之后出生的孩子、尤其
是大中城市的孩子，几乎可以
称为“洋奶粉”一代，其饮食成
本（奶粉、辅食、相关日用品）
甚至要远高于千禧年之后出
生的临近世代。这种塑造一代
人特征、造成一种社会现象的
行业塌陷，是消费者之痛、民
族品牌之耻，需要后者进行卧
薪尝胆式的长久洗刷。

中国乳业经历的重振之
苦，表明了市场是有持久记忆
的。但市场后果如果那么好挽
回，市场秩序只会更乱，明白并
遵从这个道理，对于市场化进
程中的社会尤其重要。对于“土
奶粉”而言，持久的行业重整和
质量提升，不应该因为已经取
得了成果，不应该因为舆论环
境已经开始有所松动好转，而
松一口气。 （摘自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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