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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高考，守望公平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进入六月以来，高考又
成了火热的话题，无论有无
子女备战高考，很多人都在
关注着高考。他们对高考或
有赞扬，或有批评，但是期待
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希望高
考这种选拔方式能保持其公
平性。正是这种公平曾经改
变了很多个体的命运，也促
进了社会的发展。

追溯到二十年前，那时
大学毕业还实行分配制度，

毕业于怎样的大学就基本决
定了未来拥有怎样的生活。
考上好的大学意味着一个人
的命运有了质的改变，从此
有了工作，有了社会地位，有
了光明的前途。通过一考定
终身的选拔，很多生长在社
会底层的年轻人得到了改变
命运的机会，一跃成为引领
社会发展的精英。

作为全国范围内的一场
竞争，高考比较的是能够量
化的成绩，考生的输和赢、成与
败，注定一目了然。在同一条起
跑线上，只要肯努力，每个人都
有获得成功的机会。尽管对于
科目设置、教育方法一直存在

诸多不同意见，但人们还是达
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当前看来，
高考仍是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
度。相比大多数选拔考试而言，
成熟的高考制度拥有无与伦比
的公平性，这就意味着付出和
努力能够获得显著的成效，促
使家长和学生把更多的经历投
入到高考的准备工作中。为了
增加学生在高考中的机会，一
些学校甚至不惜在双休日给学
生补课，做家长的也不辞辛苦
地陪读陪考，为的就是在高考
实现“鲤鱼跃龙门”的梦想。

随着就业制度的改革，
大学毕业生统包分配的待遇
早已取消了，一考定终身的

时代更是一去不复返了，现
在即便是顶着名牌大学光环
的毕业生，也不一定就能找
到理想的工作。走出校园的
毕业生，必须要经过求职的
重重考验，面对的是各种形
式的选拔和考试。相比于高
考，走出校园后的这些竞争
或多或少地掺杂了选拔者的
主观成分，看上去没有高考那
么公平。通常，金钱和权力就成
了干预公平竞争的筹码，“拼
爹”的现象开始屡见不鲜。最近
几年的媒体报道中，不乏官员
子女通过履历造假进入机关，
进而年纪轻轻就获得升迁的事
例。一些没有“背景”的年轻人，

即便是在公考中取得好成绩，
也可能因为各种匪夷所思的理
由而最终落选。

公平竞争的法则一旦被
破坏，获益的将只是少数处
于强势地位的人，那些出身
贫寒的年轻人也只能无奈叹
息，个人努力的落空很可能
导致对社会的悲观认识，读
书无用论的回光返照也就不
足为奇了。这种认识助长了
中国学生在大学时代普遍性
的懒惰与放纵，相对于专业
知识的学习，不少的学生把
精力用在“处关系”上了。而
一些寒门子弟干脆就放弃了
对高考的希望，原本可以促

进社会阶层流动的渠道在某
种程度上被阻塞了。

尽管如此，每年一度的
高考依然引发全社会的关
注，这其实也是对公平竞争
的守望，因为接受高等教育
几乎是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
唯一渠道，社会公平也维系
于此。但是也应看到，社会公
平不能仅系于此，唯有社会
各领域都确保了公平竞争，
今天参加高考的学生才有可
能实现人生的理想。所以，我
们有责任把高考的公平性延
伸到教育领域之外，我们对
于公平竞争的关注也不能只
停留在这一天。

每年一度的高考引发全社会的关注，这其实也是对公平竞争的守望，因为接受高等教育几乎是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唯一一

渠道，唯有社会各领域都确保了公平竞争，今天参加高考的学生才有可能实现人生的理想。

“秀”得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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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临沂莒南开发区招

商局的赵局长，因工作常驻杭
州。近日，赵局长参加了山东
卫视《天籁之声》在杭州赛区
的选秀比赛，首先进入了200

强，随后的6月3日他又挺进了
60强。一时间，局长选秀的新
闻疯传于网络和传统媒体。赵
局长也因此成为网络红人。

笔者认为，招商局长的这
种“选秀”没有被网友抵触，反
而得到网友们的力挺，原因就
在于赵局长“秀”得得体，“秀”
得实在。这种“秀”不是“作
秀”，而是他自己对音乐兴趣

爱好的一种自然展示，是官员
多才多艺的一种自然展示。这
种“秀”有利于改善和促进官员
以及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消除隔阂，拉近与百姓的距离。
赵局长的“秀”既展示了个人才
华，也有利于宣传家乡招商引
资，一举双得。这种为工作千方
百计的精神很能打动人心。

其实，必要的“秀”还是需
要的。政府官员每天要与群众
打交道，要与百姓多交流，因
此，官员的形象展示是不可避
免的。不“秀”，群众就不能了解
官员；不“秀”，百姓就感到官员
陌生。“秀”不是一个贬义词，
而“作秀”才是人们所嗤之以
鼻的事情。 读者：刘家山

适度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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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高考时，全国
915万名考生将走进考场，做
父母的在这几天大多也不会
闲着，他们要做一件有意义的
事：陪考。

对于陪考，每个人的看法
都不同。多数人持支持态度，
个别单位甚至为员工放“陪考
假”。可在笔者看来，陪考的事
情，还是得慎重——— 要多听听
孩子意见，不要帮倒忙。

再者，建议家长学会适度
放手。孩子迈过高考这道门
槛，就要走出家门了。孩子终
究要接触社会，终究要自食其
力。在这个时刻，不妨让孩子
试着自己安排自己的高考起
居作息，培养独立行为能力。
总而言之，家长重视高考、牵
挂孩子没错，但不要大包大
揽、越俎代庖。高考期间，家长
不妨放低姿态，给考生一个快
乐的考试氛围。读者：王文武

□江德斌

人社部就社会保险关
系转续及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等问题集中答复网友时
明确表示，相应推迟退休
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势，
该部将适时提出弹性延迟
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的政
策建议。(据6月6日《京华时
报》)

据中国人口计生委的
权威数据，中国人口的平
均预期寿命已超过73岁。
那么，如果按照一般女性
55岁、男性60岁退休来算的
话，也就是平均可以领取
18年、13年的养老金。但是，
如果推迟退休年龄的话，
可以领到的养老金年限就
会随之缩减，同时还要付
出更长的工作时间做代
价。那么，推迟退休对谁好
处最大？相信每个人心里
都会有杆秤，来衡量到底
划不划算。

人社部宣称“推迟退
休已是必然趋势”也有其
依据，我国人口出生率下
降，平均预期寿命延长，意

味着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
失，致使本就捉襟见肘的
养老基金更加不堪重负。
而要是都推迟退休的话，
那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养老基金的支出压力。

至于落实到个人头
上，又因其所从事职业的
劳动方式、劳动强度、薪资
福利等不同，对待推迟退
休的态度自然也不一样。
比如做IT的就想在40岁之
前退休，而当官的则想越
晚退休越好。从此前媒体
调查的结果来看，公务员、
国企职工、企业高管等职
位的劳动者，因为薪资福
利好，更倾向于推迟退休，
而从事体力劳动者、低收
入群体，则更希望能早点
退休，早点拿到养老金。

因此，对于推迟退休、
延迟领取养老金的提议，
目前社会并未形成普遍共
识，相反争议非常之大。这
既跟不同社会阶层的认识
程度有关系，也跟同工不同
酬、社会劳动报酬差距过大
分不开。可见，在国内实施
推迟退休政策，尚缺乏适宜
的社会环境配合，需要各
领域的机制改革。当然，倒
也不妨碍人社部提出相应

的政策建议，即便不能立
即实施，各方对此讨论一
下还是有必要的。

事实上，目前全世界
只有少数发达国家推迟退
休，或者正在考虑之中，而
出发点则是因进入老年社
会，经济发展放缓，社会福
利支出压力过大。需要注
意的是，在那些已经实施
推迟退休政策的国家，均
是通过持久讨论，并经过
全民投票或者议会表决等
合法流程，才能予以推行。
还有部分国家虽也有意
向，但在国民强烈反对的
压力下，迟迟无法推行而
停滞。

那么，若要在我国实
施推迟退休政策，就必须
吸取国外经验，先在全社
会发起讨论，争议其利弊。
毕竟这是涉及每个公民切
身利益的政策，如果缺乏
广泛的民意基础，断然是
无法顺利推行的。而且，必
须走合法流程，由全国人
大表决是否该实施，而非
某个政府部门的一纸公
文。

是否“推迟退休”需要广纳民意

>>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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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贫
近日，网曝贵州纳雍县代课教师每月工资25元。6月5

日，纳雍县政府表示，截至2012年2月，全县尚有代课人员
344人，纳雍县决定对符合条件的代课老师，按每月1000元
的待遇进行发放，并根据政策规定由县财政为其缴纳养老
保险和失业保险。 据6月6日《黔中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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