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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

别等到填志愿了，才开始人生规划

□本报评论员 赵丽

“考生‘解放’日，我们纠
结时。”虽然绝大多数省市的
高考志愿填报还未展开，很
多家长已开始着手为孩子物
色高校和专业了，不少家长
还力邀亲友加入高考志愿参
谋团。(据6月13日新华社报
道)

高考志愿填报不是小
事。当下社会竞争越来越激
烈，读什么学校、什么专业，
对个人发展有明显的影响，

应当慎重选择。何况，志愿填
报是一个系统工程，称得上
是技术活，多了解信息没有
坏处。

不过，眼下高考志愿填
报如此纠结，除以上原因外，
还与高考志愿填报越来越趋
功利有关。所谓高考志愿，本
质上应是考生个人的志向和
意愿，应该反映考生的情感
认同和兴趣选择，但现实却
并非如此：一方面，就业和功
利需要往往成为填报志愿的
第一考量因素，家长们为选

“热门”绞尽脑汁；另一方面，
考生本人说不出自己的兴趣
和爱好，因为不知想干什么，

只能为“应该干什么”而纠
结。

上大学是实现个人价值
的重要途径，填报志愿时考
虑到毕业后的就业环境和经
济收入等因素无可厚非。但
现在似乎有这样一种心态：
大家追求成功的心情非常迫
切，干什么事情都希望马上
见效益，否则就感觉是落后
了。这种心态反映到高考填
报志愿上，就是希望“毕其功
于一役”，什么专业收益高就
选什么，什么专业就业前景
好就选什么，其他的都给这
些让步。

另一方面，在多数地方，

基础教育还是以应试为指挥
棒，孩子的任务是学好习、考
好试，如果和考试没关系，兴
趣、爱好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孩子日复一日在机械的应试
模式中度过，不光理想、潜
能、爱好被抹杀了，自我认知
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受到影
响，对“我想干什么”、“我能
干什么”、“我为什么干”缺乏
认识。填报志愿时，不知道自
己对什么专业和学校有兴
趣，更不知道自己和职业的
最佳结合点是什么，无所适
从，只能听从家人亲友的建
议和安排。

这样被动选择了高考志

愿，会留下许多后遗症。许多
考生进入大学后，才发现自
己对专业不适应。据报道，由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发
起的一项调查(10005人参加)

显示，当初在报考志愿时，
67 . 0%的受访者并不了解自
己所选的专业。67 . 9%的人承
认，自己在报考专业时是“盲
目的”，71 . 2%的人表示，想要
重新选择一次专业。既然没
兴趣学，也就很难达到较高
的学业水平，即便是找到了
对口工作，也不过是迎来了
新的被动生活。深陷自己反
感的学业和事业里，想要成
功非常困难。

人生走向不光是由一张
文凭决定的。高考志愿填报
固然要考虑现实回报，但这
种考量不能代替一切，如果
找不到自己的爱好追求、生
命动力，所谓的成功，也只能
是实现他人的理想。当然，问
题的解决并不能全依靠填报
高考志愿，在这之前的教育阶
段里，也应该融入培养个人兴
趣的内容。如果人生的发展方
向，完全依靠填报志愿决定，这
样的教育是失败的。所以，教育
改革必须深入，真正让学生从
应试教育中解脱出来，从自己
的兴趣和理想出发，及早规
划人生。

如果找不到自己的爱好追求、生命动力，所谓的成功，也只能是实现他人的理想。人生的发展方向，不该完全依靠填报报志

愿，在这之前的教育阶段里，也应该融入培养个人兴趣的内容。

□钱夙伟

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诗
书路金陵台、妙高台的两
栋民国建筑，由于具有一
定历史价值，去年被广州
市房管局叫停开发暂缓拆
除。2013年6月10日深夜到
11日凌晨，老屋被悄然拆
除。(6月13日《新快报》)

“罕有民国建筑”惨遭

噩运，当然是因为开发商
在利益驱使之下的胆大妄
为。但是祸根，其实早在这
一地块1994年被征收就已
埋下。既然开发商已经握
有地块的合法使用权，房
管局“暂缓拆除”的要求就
没有多少法律效力。

规划局或者房管局何
尝不知道这样的“道理”？
如此软弱的回应，与其说

是为了保护文物，不如说
是为了缓解舆论的压力。
实际上，如果有关方面态
度坚决，将妙高台、金陵台
纳入到保护名录，明令不
得拆除，开发商就既无下
手的可能也无下手的胆
气。正是有关方面的暧昧，
让开发商有了十足的底
气，有关方面事实上扮演
着“助纣为虐”的角色。

封二

>>公民论坛

□许建立

眼下又到了麦收时节。
本报记者在莱芜银河大街看
到，不少公路都摊晒着刚收
获的麦子，绵延数千米，俨然
成为麦子的“日光浴场”，甚至
有的原本六车道的公路，因为
晒麦子被挤成了两车道。交通
部门说，《公路法》、《道路交通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明确规
定，不准在道路上打场晒粮。
(详见本报A13版)

公路变身晒麦场，过路
司机“步步惊心”，管理部门
也直言无奈，公路麦场俨然
成 了 一 道 让 人 纠 结 的“ 风
景”。人们在体会丰收喜悦的

同时，部分公路像往常一样
又变身为晾晒场，原本宽阔
的道路被占去几个车道，的
确稍显拥挤，而且在公路上
晾晒麦子，也会产生两大问
题，一是容易产生交通隐患。
电动车、汽车等车辆碾轧在
麦子上，很容易造成打滑摔
倒；二是在柏油马路上晾晒
麦子也不卫生，道路上的垃
圾、汽车尾气和遗洒的油污
等也会对小麦的清洁产生影
响。

随着我省加快新农村和
城镇化建设，以及农机装备
的改进，农村原有的生产方
式逐渐改变，原来用于打谷、
晒粮食的平坦场院逐步消失
或遗弃。但是小麦收割后的

“产后”问题却也随之凸显出
来：原来的场院没有了，公路

于是乎成了相对“合适”的场
地。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
题。晒麦者表示选择马路也
是迫不得已，虽然明知道不
让在道路上晾晒，可是村里
也没有其他地方供大面积晾
晒，所以有时只能和执法人
员“打游击”。

对于马路上晒麦子的问
题，道路安全和食品卫生只
是一个方面，我们也应该注
意马路麦场背后的“苦衷”，
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简
单地禁止。面对现状，相关部
门不妨实事求是，从实际情
况出发做好服务和引导。政
府部门在新农村建设中不能
只顾着让农民上楼，切实解
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难题，
也是很有必要的。

（作者为本报记者）

土 地 是 农 民 的“ 唐 僧
肉”，谁都想来吃一口，只有
农民吃不到。

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中国城镇化
的突破口是土地问题。土地
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城镇化
就会变成对农民的掠夺。

明天之事明日再说，越
是在可见时间里可能提拔的
人，借钱越无所顾忌。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
任丁茂战认为，传统政绩导
向 的 问 题 还 没 有 解 决 ，以
GDP、城市建设、形象工程为
导向的问题普遍存在。一些

地方政府官员，为官主要考
虑当下政绩。

如果没有人愿意承担责
任、冒风险，那中国的改革只
能是纸上谈兵。

端午节期间，红十字会
社监委委员王永宣布不再担
任社监委新闻发言人职务。
在过去的半年里，有朋友劝
他离开社监委，问他何必出
力不讨好时，王永给出了上
面的答案。

不能眼睛只盯着税收，
没有安全，谈什么发展？谈什
么和谐社会？

建筑结构不合理、建筑

材料不达标、重生产轻安全
的管理，导致了吉林德惠火
灾发生，企业管理混乱背后
是当地政府监管缺位。国家
安监总局局长杨栋梁在谈及
此事时如是说。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
地方办婚礼一点都不打眼。

有报道称，湖南一些领导
干部将宴请场地由市中心转移
到郊外。省直单位一位干部告
诉记者，5月份他参加了两场领
导干部家的喜宴，地点都是在
长沙周边的五星级农庄。

□晏扬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
先后有14个省份的部分县
市进行了公车制度试点改
革，多数试点“夭折”、甚至
出现公车“回潮”。

公车改革长期“摸石
头”，无非是因为改革触及
地方官员的特权。如果全
凭自觉自愿，各地难免相

互观望，也难免有的地方
以改革之名行“权力自肥”
之实，比如辽宁辽阳市弓
长岭区的车改，区长一年
车补高达8万元！

公车改革不能靠自觉
自愿，更不能自行其是，需
在“顶层设计”之下全面推
行。从目前情况看，公车货
币化改革虽不完美，但不
失为一种可行办法，各地

试点也大多采取这种模
式。在没有找到更好的办
法之前，不妨先将这种模
式全面推行。

据报道，日本东京都
的区长没有单独的公车，
墨田区只有4辆公车，全区
3500多名公务员都可以申
请乘坐。公车改革所缺少
的也许并不是好办法，而
是壮士断腕的决心。

□涂启智

德国慕尼黑大学汉语
专业研究生雷克，为完成
硕士毕业论文，大部分时
间都泡在网上，由微博这
面镜子管窥中国，他发现
中国网友之间喜欢相互扣
帽子、相互谩骂。(6月13日

《中国青年报》)

旁观者清，外国人眼
里的中国，有时恰恰反映
出最根本也令人尴尬的现
实，并且它能够提醒我们
对问题的熟视无睹。德国
人雷克的发现，击中了国
民性格中的威权意识。

微博相互扣帽子相互
谩骂，既是自卑心理折射，
更是民众个体间缺乏平等

对话意识的镜像。缺乏平
等对话，就会时时露出恨
不得将对方打倒使其万劫
不复的威权心理，民众个
体与群体就很难成长为公
民个体与公民群体。只有
当“我或许不同意你的观
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
的权利”成为大众信条，言
论自由的土壤方能形成。

“强拆”民国建筑，企业底气何来

公车改革也要“顶层设计”

微博情绪化呼唤平等对话

>>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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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晒麦场，不能一“禁”了之

>>评论员观察

>>齐鲁视点


	A0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