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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至少该把学生的“志愿”培养出来

□张瑞东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前主任李荣融，前
日受聘为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名誉院长，中大校长许宁生
在受聘仪式上为其颁发聘任
证书。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执
行院长李仲飞教授透露，受
聘之后，李荣融教授会给中
大管理学院的EMBA、MBA

学生授课和开讲座，授课形
式安排比较灵活，但暂时没
有安排给本科生授课。至于
薪酬方面，李仲飞则称不方
便透露。(6月25日人民网)

卸任高官受聘到大学从
事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例子，
并不鲜见。早在2003年，广东
省原省长卢瑞华就受聘为中
大博士生导师和管理学院名
誉院长。此前，前外经贸部副
部长龙永图，则受聘为复旦
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院长。联想到此前李荣融
先生在谈到国企与民企发展
关系时曾表示：许多民企曾
高薪“抢”他到企业任职都被
婉拒。原来，真的是“人人都

爱李荣融”。
李荣融先生因为坚持信

念没被民企“抢”去，倒去了
高校做学问，值得钦佩。平心
而论，官员既已卸任或退休，
在符合相关制度的情况下，
到哪里任职是人家的自由和
权利。有高校乐意聘，学生乐
意听，且自己有能力胜任，何
乐而不为？但是，高官任职高
校，既不涉及学校的机密，也
无学术争端，其薪酬完全可
以公开透明，为什么中山大
学“不方便透露”呢？

其实，所谓“名誉院长”
不过是一顶虚头巴脑的纱
帽，既无实职实权，也无实际
工作任务，实在是“皆大自
在”的一个职务。但是，越是
这样的职务，越应该公开薪
酬，否则容易给人“捞钱”的
遐思——— 相信中山大学和李
荣融先生本人都不想落此话
柄。另外，薪酬不明，还让人
有一种莫名的阙疑：中山大
学要的到底是李荣融先生的
才干，还是他的身份符号？

要知道，李荣融虽然从
国资委主任的位置上退了下

来，但目前还担任着全国政
协委员和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教授的职务。无论作为

“国资委前掌门人”，还是现任
职务，人脉资源都不可低估。
在这样的猜想下，“人人都爱
李荣融”不免显得有些暧昧。
既然李荣融先生也说过“市场
经济中都有个价位”，那不妨
让民众看看，前国资委主任是
什么样的“价位”？

相反，若公开李荣融名
誉院长的薪酬，则不但公众
可 以 窥 见 其 中 的 价 值 所
在，当事双方也可借此公
开透明得到一个清静的学
术环境，岂不两全其美。李
荣融先生任国资委主任期
间，一直以敢替国企说话的

“当家人”形象著称，中山大
学若以合理的“价位”聘请到
一位合格的名誉院长，对学
校亦是不无裨益。只是，中山
大学和李荣融先生都欠公众
一个公开。

官员资产公开趑趄不
前，那么先从“前官员”开始
破冰如何？

中山大学何妨公布李荣融薪酬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随着高考成绩和各档分
数线的公布，如何填报志愿成
了很多学生和家长的心病。

为了做到“分有所值”，填
报志愿已经成了一个技术性
问题，至于考生本人的理想
往往被忽略了。事实上，也确
有不少考生在高考之后依然
是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自
己对什么专业和学校有兴
趣，到了填报志愿的时候就

免不了要四处打听，什么专
业热门或什么专业容易就
业。所谓志愿，就是志向和愿
望，原本都是属于个人的，现
在却要很多人为之群策群
力，来自学长、亲朋乃至志愿
咨询会的意见成了影响考生
的重要信息。

十年寒窗，只为高考，过
了高考，却不知道如何是好。
这样的情景看似滑稽，却又
是很多考生无奈的现实，因
为在应试教育的框架内，学
生几乎没有面对过这样的问
题，他们每天只需要上课做
作业，争取通过一关又一关

的考试。在这样的环境里，很
少有人会启发学生对功课之
外的兴趣，虽然不少考生也
在课外上一些英语班、奥数
班、钢琴课、舞蹈课等，但这
些通常只起到一个考试跳板
的作用，不一定就是学生个
人的兴趣所在，甚至还可能
是让学生感到痛苦的累赘。
一旦学生被培养成考试机
器，对社会的好奇和对问题
的思辨就会渐渐萎缩，只把
全部精力集中在模式化的学
习和复习之中。这样的学生
走出“黑屋子”，必然会一脸
茫然。

所以，考生不知如何填
报志愿，并非技术上的问题，
而是多年的应试教育必然要
结出的果子。一切以考试为
指挥棒的应试教育，从观念
上是基于功利主义的，那就是
学生必须“学以致用”，考得到
的才能学，考不到的无须学。所
有功课之外的兴趣，都是无用
的，被老师撕课外书的场景或
许在很多人的记忆中至今刻骨
铭心。那一刻所受到的打击
或许就像一盆冷水，浇灭了
一个学生当作家的志向或者
做发明家的理想。

武汉大学原校长刘经南

曾经讲过他在美国的访问见
闻。在一所小学，他见到三年
级小学生在开辩论会，题目
是《你最感兴趣的地方及理
由》。学生们带着这个题目，放
学后自己上网搜集资料，然后
带到班上讲给师生听，并回答
提问。“这相当于我们本科生答
辩！”刘经南当时就有这样的感
慨。制度虽有不同，但人性都
是相同的。如果，我们的学生
从小都能带着问题去学习，
对社会保持敏感的触觉，就
会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成长过
程，他会在人生的每一个阶
段做独立的思考，不需要去

寻求外力的支撑。
高考志愿未必都能尽如

人愿，也不决定一个人一生
的成就，我们之所以要看重
高考志愿的选择，是希望每个
考生在向他人咨询技术问题的
同时，也能问一问自己，为什么
要选择这个志愿。否则，在此之
前一切为了一张成绩单，在此
之后可能一切只为了一张文
凭，高考的价值也就折了大
半。同时，我们更希望中国教
育能尽快回归本意，真正培
育出从小就有兴趣和志向的
人才，而不是临到填表才想
起什么是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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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还慢车道于民

编辑：
你好！
读了齐鲁晚报6月26日

《汽车时代，自行车的路在
哪里》一文，相信经常骑自
行车外出的朋友一定都有
同感，更期盼慢车道停放汽
车及汽车在慢车道行驶的
现象能尽快得到治理。

随着私家车的增多，停
车难确实成了不争的现实，
但也绝不能成为某些不自
觉的车主把慢车道当成自
己爱车存车处的理由。例如
济南洪楼西路的慢车道，整
天被停放的汽车占据，骑自
行车者只能在快车道上与汽
车抢路；上下班期间山大北
路的慢车道，更成了汽车的
便捷通道……此种现象如不
整治，还真如同文中的那位
王先生所言：“现在骑自行
车出行形同冒险……”

济南五名车友烟台不
幸罹难的教训已经给我们
敲响了警钟，建议彻底治理
这些违章现象，杜绝日后再
发生类似悲剧。

读者：郭汉杰

挡不住的“周老虎”

编辑：
你好！
《齐鲁晚报》6月26日报

道，周正龙又进山找老虎
了。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承
认，周正龙已经逐渐被包装
成全新的“周老虎”。“周老
虎”的“寻虎”式炒作，与芙
蓉姐姐的自恋、凤姐的示
丑，形不似而神似，着实有
异曲同工之妙。从这个意
义上说，在当前这个娱乐
狂欢的时代，可以没有野生
虎 但 一 定 会 有“ 周 老
虎”——— 可以肯定的是，无
论我们对“周老虎”多么不
屑一顾，不管其背后有没有
炒作的利益链条，都难以
否认“周老虎”娱乐偶像
化 的 结 果 ，更 不 会 影 响

“周老虎”作为中国式炒
作的时代印记被真实记录
下来。“周老虎”们属于这个
看 点 消 费 越 演 越 烈 的 时
代——— 过去、现在或者是将
来，我们都将无法回避中国
式炒作在社会转型期所席
卷而过的深深阵痛。

读者：陈一舟

别只顾锦上添花

编辑：
你好！
我们村后有一条河，是

附近几个村的主要灌溉水
源。以前，河深水清，一年四
季河水不断。后来河道渐渐
荒废，长满了蒲草和芦苇，
经常断流不说，有时附近工
厂还排进大量污水，保障农
业灌溉的功用大打折扣。遇
到天旱，农民只好打眼小
井，浇一亩玉米地至少两
天。仔细算算，这条河道得
有七八年没有整修了，而且
这种情况在农村地区似乎
普遍存在，今年不少地方都
出现旱情，真不知道农民怎
么保障粮食产量。在城市
中，为了一条景观河，很多
部门尽心尽力，不计成本。
而在农村，河道是农民的生
命线，却常常被遗忘。两相
对比看得出，出成绩的地方
总是锦上添花，出问题的地
方总是少人问津。

读者：鹿永柱

如果，我们的学生从小都能带着问题去学习，对社会保持敏感的触觉，就会有一个自然而然的成长过程，他会在人生的的每一
个阶段做独立的思考，不需要去寻求外力的支撑。

□吴睿鸫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
公告，近来，各地税务机关反
映征收1元以下应纳税额时，
税务机关的征收成本常常会
明显增高，明确主管税务机关
开具的缴税凭证上的应纳税
额和滞纳金为1元以下的，应
纳税额和滞纳金为零。该公告
的出台，不仅有利于减轻纳税
人负担，也有利于降低税务机
关的征收成本，提高征收效
率。公告自2012年8月1日起
施行。(《新华网》6月25日)

按常理讲，国家税务总
局出台这则公告，对于纳税
人而言，是一个利好消息，意
味着今后纳税额和滞纳金为
1元以下的，可以免除了。虽
然免税额度不大，但也体现
出国家的浓浓善意。可是，通
过各大门户网站的跟帖不难
发现，几乎找不到一个网友
对这项公共政策持赞同态
度，一面倒地进行质疑，甚至
进行无情地谩骂。

联想到近年来，每逢一
项新税种或税目的面世，都
能激起口水无数，成为全社

会关注的焦点和公众发泄怨
气的对象，其实，根源并不在
于税收制度本身，而是隐匿
在类似“以零计税”背后的税
负焦虑。

就拿“以零计税”来讲，
大部分网友认为，此类减税
犹如“逗你玩”，不解渴。想想
看，网友的质疑也不无道理。
尽管自2008年中央经济会议首
次提出结构性减税以来，从增
值税从东北试点扩大至全国，
到出口退税适时调整；从内外
资所得税的统一，到降低消费
税，再到多次提高个税起征
点，一系列结构性减税政策接
连出台，似乎正成为我国税制
变革的主旋律。

然而，从税收增长曲线
来看，四年来，税收一直呈逐
年递增态势，并且每年以两
位数迅猛增长。虽然在2009

年增幅有所降低，增速比
2008年减少了9%，但其后的
2010年和2011年，分别以23%

和22 . 6%的巨大增幅，再创历
史新高。现在，不管是企业，
还是个人，大都没有感受到
结构性减税所带来的税负减
轻，税款变少。相反，税收越

减越多，似乎已成为普罗大
众难以打开的心结。

国家税务总局推出的
“以零计税”政策，还有减少
征收成本的主旨。但是，现实
中，应当说，我国征税成本居
高不下，早已成为公开的秘
密。正如审计报告所显示的
那样，2008年，18个省(市)税
务部门人员支出人均5 . 83万
元，抽查的236个税务局人员
支出人均9 . 06万元。另外，税
务机关用豪华游艇征税，三
公经费连续两年位列中央部
委第一，也充分暴露出我国
征税成本高的事实。

税收成本高、纳税成本
高和整体税负高，似乎成了
我国税收的一大特色。所以，
我们必须检讨自已的税收政
策，采取必要的措施，把中国
税收的“三高”彻底降下来：
一方面，先以降低征税成本为
着眼点。比如，大幅度削减三
公支出，只有切实降低税务部
门的征收成本，民众与企业
的纳税成本才会随之降低。
与此同时，有计划分步骤地
实施减税计划，把我国的整
体税负切实降下来。

“以零计税”是不是“逗你玩”

>>个论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西安一家公立幼儿园给孩子分班，根据所交费
用不同，分为逻辑思维班、特色班、普通班。特色班每
学期要多交1400元，逻辑思维班则要多交2400元。很
多家长为此感到纠结。

据《华商报》

因“财”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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