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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缓解高考焦虑，改革当有实质突破

□本报评论员 赵丽

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
开帷幕。在我国，恐怕还没有
任何一场考试能像高考这样
引发全民关注。每到这个时
间点，高考焦虑的话题总会
被提及。

“十年磨一剑”，考生、家
长、老师为高考悬着心是非
常正常的，这是人之常情。不
过，近年来，高考焦虑似乎愈
演愈烈，不时出现家长要求
邻居“不能深夜冲马桶”、毒
死池塘青蛙这类的新闻。

虽然被批评为“兴师动
众”、“行为失范”，但家长也
有深刻的无奈。眼下，高考依
然是多数人的一道人生单选
题，只有考上好大学才能证
明个人能力，才有机会获得
一份体面的工作。大家已经
形成了这样的认识：有了文
凭不一定能走遍天下，没有
文凭却会“寸步难行”，不走
高考这条路而要获得上升空
间，很难行得通。而且，高考
的机会只有一次，这次发挥
得好不好，对人生的影响实
在是太大了。

其实，在许多家庭，高考
程序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启
动了，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
煎熬——— 要挤破头让孩子上
个好学区，要盯紧他的每次考
试甚至每次家庭作业……高
考无非是最重要的战役，大家
都最大限度紧张起来了而已。

高考焦虑之所以难以缓
解，首先与“一考定终身”有
关。在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中，高考改革的基本框
架和总体思路已经确定：打
破一考定终身，探索政府宏

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
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
次选择的考试招生新模式。
但是观察近些年来各地进行
的高考制度改革，多是在改
革考试科目上下功夫，并没
有改变集中录取制度，多数
学生依然每年只能考一次，
每次只能获得一张录取通知
书，这一次要考不好多年的
学习就算白搭了。连被寄予
厚望的自主招生改革，也被
批评是在向”小高考“靠拢，
学生的选择权没有增加，反
而成为学校抢生源的手段，

加重了家庭和社会的焦虑情
绪。

目前，部分省市已经从
英语听力考试入手，开始实
践“一年多考”。由一考变多
考，可以降低考试选拔人才
的偶然性，使高考不再是一
锤子买卖。但是，也有不少人
担心，此举如果操作不当，很
可能出现有多少次考试就参
加多少次的局面，那样考生
和家长的压力依然很大。

显然，高考改革是复杂
的。正如教育部长袁贵仁所
言，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最综

合的改革，这涉及人才培养模
式，教师教书育人和学生全面
成长，涉及国家怎么选拔人
才。此事事关重大，公众不愿
意它成为“乱折腾”，但也不希
望改革老是原地踏步或者走
碎步。决策者不妨拿出更多的
勇气和智慧，多啃“硬骨头”，在
稳妥、科学的基础上，做出一
些实质性突破。

当然，高考焦虑并不只
是因一场考试引起。如何引导
每个孩子能有自己的选择空
间和发展道路，是更长远的问
题，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眼下，高考依然是多数人的一道人生单选题，高考焦虑并不只是因一场考试引起。如何引导每个孩子能有自己的

选择空间和发展道路，是更长远的问题，这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中国微博网民

更可能被操控

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
区隔是我们社会文明处事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但是在
微博的公共空间中前台行为
和后台行为的界限不再清
晰。微博中的言论是面向社
会的，它们本来应该是前台
行为，但是微博中许多人并
不在自己熟悉的圈子内混，
不少人的真实面目我们完全
不清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微博公共空间的出现把人类
的许多后台行为前台化了，
这就是微博语言暴力趋向背
后的结构性原因。

从微博公共空间的这些
性质可以推出的结果是：微
博平台一方面缺乏现实社会
中的礼仪和权威关系的约
束，而另一方面却特别容易
在网络公司、金钱等等的操纵
下迅速形成虚假舆论和权威。
在微博公共空间中，人们的表
现会接近于勒庞所描述的“乌
合之众”，他们一方面表现得
特别不服从权威，另一方面又
在操纵下特别容易对权威产
生崇拜甚至盲从。(摘自《东
方早报》，作者赵鼎新)

持宪法宣誓就职

值得推广

早在数年前，全国人大

代表周洪宇即已向全国人大
提出了关于制定宣誓法的建
议。在周洪宇看来，“现在有
些国家工作人员认为自己的
职位是上级给的，因而只对
上级负责”，建立宣誓制度，
意在强化公职人员权力属于
人民的意识。

打造服务型政府、有效
地约束公权力，需要完善的
制度保障，公务员就职宣誓
虽无刚性的约束力，但却能让
公职人员产生自我约束的积
极心理暗示。除了宣读誓言，
还有必要建立誓词档案保管
制度，规定在宣誓结束后，宣
誓人应当在誓词上签名，交由
人大存档，同时明确违反誓言
的法律责任。(摘自《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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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于实名举报”降低了监督门槛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近日，10个中央巡视组
已全部进驻有关地区和单
位，展开新一轮巡视工作。据
央视网报道，中央第八巡视
组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
他们将会对投诉人及来电进
行全程保密，投诉人并不局
限于实名制举报。

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实
名举报发挥了重要作用，中纪
委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凡是实
名举报的，优先办理。事实上，
由于害怕遭到打击报复，一些

掌握官员贪腐材料的人不愿
意采取实名举报的方式。“不
局限于实名制举报”，降低了
监督的门槛，体现了中央遏制
腐败、打击不正之风的决心，
是值得肯定的。

通过举报材料打击腐
败，关键要看举报人提供的
线索是否有价值，至于是实
名举报还是匿名举报，只是
形式上的差别。的确，实名举
报对举报者和举报材料都有
更严格的要求，但这并不意
味着匿名举报就没有存在的
价值。据中纪委年初的通报，

匿名举报贪腐的案件中，确
实存在相当比例的诬告和陷
害，但通报也从侧面证明，匿
名举报的材料也有不少是真
实的。能否起到打击腐败的
作用，这是判断举报材料价
值的依据，采取哪种举报形
式，并不是唯一的标准。有观
点认为，匿名举报容易产生
虚假举报，会浪费司法资源，
这种观点是本末倒置。如果
因为投入多，就放掉一些有
用的线索，只能助长腐败分
子的侥幸心理。

相比匿名举报，实名举

报的材料通常更具真实性，
不过，考虑到人们对打击报
复的顾虑心理，匿名举报能
带来更多的反腐线索。从现
有的例子来看，即便是实名
举报成功，举报的道路也并
非一帆风顺，像罗昌平这样
有影响力的媒体人，在“扳
倒”刘铁男的过程中，也免不
了受到威胁。在现实中，掌握
腐败材料的人，有些在贪腐
官员身边工作，有的则是贪
腐行为的受害者，相比腐败
官员的权势，这些“潜在”的
举报者本身就处于弱势，出

于对打击报复的恐惧，他们
很可能选择沉默。在一些人
看来，匿名举报更“安全”，如
果这条路是畅通的，他们愿
意把反腐的意愿付诸实践。

另外，从我国对举报人
保护的现状来看，匿名举报
仍有存在的必要。目前，我国
有关举报人保护的规定散见
于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检
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等法律和
司法解释中，相关规定过于抽
象，缺少可操作性，不能给予
举报人有效的保护。正如北京
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李成

言所说，“与许多国家严密的
证人保护制度相比，我国立法
和具体举报落实制度都明显
落后。”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个
长期的过程，因此，在一段时
间之内，匿名举报还是有存在
价值的。

话说回来，无论是匿名
举报还是实名举报，都发生
在腐败行为之后，即便惩处了
腐败者，有些损失也是无法追
回的。反腐，关键是要建立有
效的预防制度，把权力关进制
度的笼子，让潜在的腐败分子
既不敢贪也不能贪。

通过举报材料打击腐败，关键要看举报人提供的线索是否有价值。从我国对举报人保护的现状来看，也考虑到人们对

打击报复的顾虑心理，匿名举报有存在的价值。

>>评论员观察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为社会所诟病的“临时工”执法现象有望在广
东销声匿迹。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广东省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要求，
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制度，杜绝“合同工”、“临时工”等无执法
资格人员上岗执法。 漫画/李宏宇

杜绝后患

>>公民论坛

□赵勇

在“浙江叔侄错案”沉
冤昭雪的过程中，新疆石河
子市检察院检察官张飚起
到了关键作用，被称作纠正
错案的“幕后英雄”。近日，
新疆自治区检察院召开记
功表彰大会，决定给石河子
市检察院荣记集体三等功，
给张飚、魏刚、高晨三名检
察官荣记个人二等功。(6月
5日法制网)

沉冤得雪，错案得纠，
令人欣慰，在纠错过程中起
到关键作用的张飚等几位检
察官，也的确值得舆论给予
掌声。但问题是，纠正了错案
的检察官和检察院，需要上
级部门给予记功表彰吗？

正如始终表现得低调
淡然的张飚检察官所说，

“如果在案件中发现了问题
却没有纠正，那是我的失
职，而纠正它是我的职责。”
从案卷中发现漏洞，并尽自

己的努力纠错，这是检察官
正常的工作职责，公检法相
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制度设
计，其目的就是为了最大程
度纠错，最大程度避免冤案
的发生。

权力是服务于权利的，
我们要习惯与权力机关和
公务人员平等对视，既不要
盲目感激，也不要无限拔
高。冤案纠错固然令人欣
慰，但记功表彰却站不住
脚。

□王传涛

近日，有自称北大学生
的网友上传了一张北京大
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证书的
照片，证书的主人正是查良
镛(金庸原名)。谈及为什么
要到北大读博士，金庸的解
释十分简单：觉得自己对国
学的研究不够，希望能到北
大国学研究院向一些老师

请教。( 6月 5日《北京青年
报》)

这样一位成功的文学
大家，接近九旬年龄仍然能
够潜心向学，让人佩服。在
这个浮躁化的社会里，“侠
之大者”金庸为人为学的态
度，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
觉。当下的大学生、研究生
就是少了几分这样的宁静
气息。

对金庸读博的热议，恰
恰反映了人们的一种反思，
不是所有的“励志故事”都
虚无缥缈。金庸“学到老”的
精神在提醒着我们，无论拥
有什么样的工作、无论取得
多大的成绩、是不是所谓的
成功人士，“活到老”并用求
知精神寻找内心深处的一丝
宁静是永远都不过时的价值
追求。

□王军荣

近日，一张“全国聘礼地
图”在微博上走红，该图以地
图的形式标注了各个省市区
的结婚聘礼金额。其中，河南
聘礼的起步价为6万元。此图
一出，不少网友直呼“娶不
起”。(6月5日《大河报》)

结婚要聘礼，是一种传

统。娘家要高聘礼，其背后
的心态也是各异，不管何种
原因，娘家要一定的聘礼，
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全国聘礼地图”
的数据来自对国内300多人
的调查，根本就谈不上有多
少科学性，人们不过是借此
发泄一下对现实的不满罢
了。在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的

当下，年轻人对于不低的聘
礼，自然会有一种焦虑和恐
惧心理，而“全国聘礼地图”
一出，提供了一个可以借此
释放焦虑的标本。因此，过
分解读“全国聘礼地图”是
不必要的。

不必过分解读“全国聘礼地图”

热议金庸读博反衬社会浮躁

纠正“叔侄错案”无需记功表彰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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