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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车安全”要多听农村家长的意见

□本报评论员 李康宁

屡次发生的校车事故，
引发了公众对于校车安全问
题的深切关注。12月11日国
务院法制办公布《校车安全
条例(征求意见稿)》，面向社
会各界征求意见。据国务院
法制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草
案经过反复征求部门、地方、
专家的意见，形成了保障就
近入学、大力发展公交、重点
支持农村校车服务的总体思
路。

值得一提的是，既然是
重点支持农村校车服务，最
有发言权的当数广大农村学

生的家长。部门、地方、专家
的意见固然重要，熟悉现实
的农村家长们的意见和建
议，也必须得到足够重视，并
作为重要参考内容。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校
车安全问题更为突出。学校
较少、生源居住分散、公共交
通落后、道路状况不佳等种
种问题，是不容回避的客观
事实。很多留守儿童的父母
长期在外打工，年迈的爷爷
奶奶根本无力承担接送工
作。是接受教育还是保障安
全，在两者无法兼顾的情况
下，一些农村家长或许只能
做出痛苦而又无奈的选择。

譬如甘肃正宁校车事故中那
些遇难孩子的家长，在事发
前未必不知道那辆夺命校车
的隐患，但在现实的困境中，
他们只能看着孩子挤进那辆
破旧的车里。

征求意见稿中规定，“学
校应当对学生、学生的父母
或者其他监护人进行交通安
全教育”、“学生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义
务，拒绝使用不符合安全要
求的车辆接送学生”，对于忙
于生计、条件落后的农村地
区，要落实这些内容有着不
小的难度。因此，必须充分听
取农村家长们的建议。另外，

征求意见稿中虽然对于校车
安全的各管理部门的责权进
行了详细的划分，但具体到
相对弱势的农村家长们身
上，在发现了隐患、或者遭遇
了事故之后，如何去问责和
维权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
实际问题。

校车安全条例的实施，
农村的家长们无疑将成为最
大的受益人。只有充分尊重
和听取农村家长的意见，这
个条例才能体现其服务性，
并彰显其价值。由于文化层
次和生活方式的原因，农村
家长也许无法真正吃透草案
的精神，这就要求相关部门

把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入微。
既然要听取农村学生家长的
意见，就应该多利用农村常
见的宣传方式，譬如直接免
费将方案送到农民手中，或
者组织县乡广播站开展专题
宣传，或者组织专家深入到
农 民 家 中 面 对 面 征 求 意
见……只有这样，才能保证
更多的农村家长参与到校车
条例的制定中来，校车安全
条例也才能最大限度地考虑
到农村教育的实际。

让更多的农村家长参与
到校车安全条例的制定中
来，这才是“以人为本、立法
为民”的体现。

□本报评论员 刘红杰

近日，济南等22个城市
消费维权单位联合向全国人
大常委会发《建议函》，呼吁
赋予消费者组织代表消费者
进行公益诉讼的权利。

如果从法律层面予以保
障，赋予消协公益诉讼的主
体地位，无疑将使消费者实
现“弱者的联合”，这将从根
本上扭转消费者维权时的弱
势地位。

目前，消费者遭受群体
性侵权的事件时有发生，比
如面对商品房质量纠纷、物
业纠纷、旅游服务纠纷，受害
者往往是人数虽多却势单力
薄，消费维权常常因此而陷
入尴尬境地。与之相对，一些
垄断行业的“霸王条款”明知
故犯，单个消费者以一己之力
也难以撼动。以三鹿奶粉事件
为例，按照现有的诉讼法，受
害者众多，如果几十万人各自
去诉讼的话，不但造成司法

资源的浪费，对受害者来说，
维权成本将是他们不能承受
之重；而如果能引进消费者维
权的公益诉讼机制，一人胜诉
万人获赔，那就可以极大地增
强维权效果。这个“一人”，在
目前的情势下，最合适的无
疑是消费者协会。

但是，实施于1994年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至今已
17年没有进行过修改，按照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目前的
规定，消协是社会团体，只能

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并对投
诉事项进行调查、调解，并没
有代表消费者进行诉讼的主
体地位。立法的滞后使消费
公益诉讼无法可依，因此，对
一些消费纠纷，有人用“执着
的原告、热闹的媒体、稳如泰
山的被告、无动于衷的法院”
来形容其窘境。由此看来，要
使消协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
面起到更有效的作用，既要
提高消协的法律地位，更要
健全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

使消协可以直接参与相关诉
讼。没有法律的支撑，在很多
情况下，消协保护消费者的
权益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如今，在欧美和亚洲的印
度等国家，公益诉讼制度都得
到了完善和发展。而在我国，
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成熟，
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也日趋增
强，消费行为覆盖的范围越来
越大，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
说，建立消费者维权的公益诉
讼制度越来越有必要了。

公益诉讼，让消费者“以弱胜强”

由于文化层次和生活方式的原因，农村家长也许无法真正吃透草案的精神，这就要求相关部门把工作做得更加细致入
微。既然要听取农村学生家长的意见，就应该多利用农村常见的宣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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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从整体上说，应该
是人民群众的生活资料，政
府应给予保障，这就是社会
主义制度在我国住房问题
上的根本体现。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副院长李慎明说。

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
的占比过高，尽管中国经历
了30年的改革开放，但是目
前这一比重仍然达到三分之
二左右，如果现状无法改变，
将使得中国经济增长仍旧需
要依赖投资拉动，而无法实
现通过民间消费的增长为经
济发展提供驱动力。

——— 耶鲁大学金融学
教授陈志武说。

信任是父母给孩子最
好的礼物，父母只有跟孩子
的关系是密切的、良好的，
教育才可能是成功的。如果
和孩子关系很糟糕，彼此不
信任，教育不可能成功。

——— 中国青少年研究
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孙云晓
说。

平民立场是不会变的，
但人和自然的关系、人的生
存状态与生命意识成为我作
品的主题。好的文学作品应
当是超越时代、民族与国界
的。

——— 作家赵本夫说。

平台经济，赢在服务。
平台型企业的成功之道就
是用户最大化、免费和开放
这三条，从根本上来说就是
服务最大化。

——— 中欧国际工商学
院院长朱晓明说。

□吴应海

最近，一条微博引发了
热议，微博称：小学班干部制
度是在培养“汉奸”，发达国
家小学没有班干部制度，建
议取消该制度，让所有孩子
平等成长。(12月11日，中国
广播网)

因为小学班干部的一点
“特权”和打小报告的行为，
就说小学班干制度是在培养

“汉奸”，我看言过其实。
某些网友总结称，小学

班干部制度培养的“汉奸”具
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为
强权效力；二是告密；三是奴

役同胞。请问，班干部听从班
主任的安排，协助其管理班
集体，这能叫为强权效力吗？
班干部将班上的“坏人坏事”
及时向班主任汇报，以便班
主任更好地了解班级，管理
班级，这算告密吗？班干部对
违反纪律的孩子进行一下提
醒，这是奴役同胞吗？如果按
照有些人的说法，学生是不
是就该不听老师的话，同学
间发生的事一律对老师保
密，对违纪的学生全都视而
不见呢？真是岂有此理！

作为一名有着20年教龄
的教师、班主任，笔者承认，
现在的班干部制度确实有点
变味。一方面，一些家长为了
能让自己的孩子获得更多的
锻炼机会，培养孩子的“领导

才能”，替自己的孩子“跑
官”；另一方面，一些班主任
为了牟取私利，总是想借安
排“学生官”捞点“油水”，本
应人人都有机会担任的班干
部职位便成了少数“关系生”
的专利。

但是，笔者以为，对出现
问题的班干部制度，大可不
必上纲上线，然后一棍子打
死了之。我们完全可以稍加
改革，使班干部制度摆脱各
种利益的绑架，成为面向所
有学生的锻炼平台。譬如引
进“轮流制”，把班干部定
位为“服务性岗位”，然后
给每一个学生提供为其他
人服务的机会，让“班官”
成为班级的“勤务员”，何
乐而不为？

对班干部问题不必上纲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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