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评论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
“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
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
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
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
会化考试一年多考。”5日，教育部副
部长刘利民表示，根据十八届三中
全会的部署，教育部已经完成制定
考试招生总体方案，即将面向全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以待完善实施。

作为社会普遍关心的话题，高
考改革历来牵动民众神经。在当下
的社会生活中，还很少有像高考这
样直接而又深刻的“指挥棒”，影响
直接穿透教育领域进入社会生活的

多层面。关于高考改革，各地也有不
同侧重的探索与实验，但总体而言
因为缺少统一的规划部署，高考的
改革进程和普遍高涨的民情舆论之
间长期存在差距。体现在社会生活
中，就是几乎每个人都对高考有怨
言，但谁都不敢轻视高考，每年6月
初的高考几成一种让全民焦虑的

“社会流行病”。
长期以来，社会对高考的普遍

质疑，核心就在于“一考定终身”的
单一选拔模式。基础教育阶段作为
社会教育的初级阶段，核心应该是思
维方式的锻炼和行为人格的培养。但

“一考定终身”的高考作为基础教育
的“指挥棒”，直接破坏了基础教育的
生态，让本该丰富多彩的基础教育沦
为应试教育，固化思维方式、扼杀创
新意识、破坏社会教育基础。同时，被
纳入社会评价体系的高考，作为衡

量青少年成功与否的主流标杆，直
接挤压了青少年学习成才的多元空
间，迫使学生成为应试教育链条上的
学习机器。从这个意义上讲，《决定》提
出“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
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
多元录取机制”，这一具有突破性的改
革路径设计，无疑更切合人才培养
的规律和基础教育的本质。

实际上，即便是从制度设计的
角度而言，多元录取机制也更切合
当下国内教育的现实和基本教育规
律。当前，国内高等教育系统已经实
现多元化，公办和民办、综合性和专
业性、基础学科和技能学科等分类
不一而足。不同的办学层次和目标
定位，也决定了考试选拔模式应有
所不同。而一张高考试卷既要选拔
科技、学术精英进入北大清华等名
校，又要选拔高技能劳动者进入高

职院校，注定难以兼顾。多元录取机
制则意味着，探索与办学的多层次
性、多类型性相适应的录取方式成
为可能，这同样更符合社会对多元
化人才的需求。

也只有逐步推行多元录取机
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
理科等具体改革措施，才不会延续
应试教育的老路。因为只要录取机
制不改变，高考的指挥棒效应就不
会消解，即使高考只考一科，压在考
生身上的学习负担仍然不可能减
轻；相反，甚至会进一步加剧偏科的
可能。因此，高考改革的关键其实并
不在于具体考试科目等形式上的转
变，而更在于高考考核方式和选拔
机制的变革能否打破高考固有的指
挥棒效应。当录取机制更多元、考试
方式更丰富，学生自然无须整天挣
扎在书山题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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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扬

12月4日，中国的珠算通过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审议，正式被列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因为这个消息，现在一些人
呼吁珠算重返课程，我非常不以
为然。珠算是个好东西，但并不是
所有好东西都要进课堂。随着计
算机、计算器普及，珠算失去了用
武之地，这是人类社会的进步，科
技发展的必然。活字印刷是我国
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铅字排版印
刷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比珠算
大得多，其“文化含量”也远甚于
珠算，但随着激光照排技术广泛
应用，铅字排版已无用武之地，难
道我们还要培养一批批熟练的排
版工人，以传承和弘扬这项文化

吗？
有人说，珠算有利于开发儿

童智力，增强孩子的记忆力和注
意力。实际上，目前中小学开设的
每门课程都是对孩子成长有利
的，一样东西该不该进课堂，不仅
要看它是否利于提高学生的智
力，更要看它对学生今后的学习、
工作、生活是否有用，恰恰在这一
点上，珠算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好
东西太多，我们想教给孩子的东
西太多，但孩子的时间和精力是
有限的，所以我们只能选择最好、
最有用的东西进入课堂，其他好
东西则让孩子根据兴趣自学，或
者等长大后再学。

按照现行法律，农民对承包地只
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并没有处
分权，所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允许
抵押、担保的，因为抵押、担保实际上就
是一种处分权，因为一旦抵押担保，到
期无法偿还贷款，那土地就变成别人
的了，变成事实上的农村土地买卖。

但是，现实中农民发展现代农
业，又需要资金，商业银行每一笔贷
款都必须有有效抵押物，而农民又缺
乏，造成了贷款难。所以这次中央就
把经营权从承包经营权中单独分离
出来，允许抵押担保，但承包权作为

物权依然不许抵押。这样既能缓解农
民的贷款难，又能做到风险可控，即
便到期还不上贷款，农民失去的也不
过是几年的经营收益，并不会威胁到
他的承包权。

至于谁能接受抵押担保的土地？
这个关系非常大，我认为只有有资质
的银行机构才可以做，一定要避免一
般自然人和普通企业法人做这件事，
因为这种抵押很容易导致两个问题，
一个是可能引发高利贷；第二可能引
发以抵押担保为名私下买卖土地。抵
押担保的是哪些权利、谁有权接收、
要避免出现哪些问题，都需要在下一
步改革设计中进行很细致的研究。
(陈锡文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
组长、办公室主任)

□梅剑飞

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日前发文指
出，应适当分解主要领导干部权力和
责任，减少其对具体事务的插手干
预，降低主要领导干部对班子成员晋
升时的权重。

“上级管不到、同级不好管、下级
不敢管、群众管不了”等制度现状困
境，往往使得“一把手”很难得到有效
制约监督。所以，对“一把手”的监管
应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限制“一把
手”权力，打破决策上独断专横“一言

堂”局面，不能让程序空转。比如“一
把手”可以绕过程序在人事任免权上

“一言九鼎”，这就会给买官卖官者留
下巨大的操作空间。倘若真正做到科
学民主决策，“一把手”权力自然会受
限。二是要使“一把手”放权，正是因
为“一把手”事无巨细“一支笔”，想管
多少管多少，想管多深管多深，最后
使得权力过于集中。对“一把手”放权
也就意味着缩权，分权才能互相制
衡，插手的事情越少，权力和责任分
解的人越多，贪污的机会也就越少。
三是强化监督，在“一把手”权力不再
像往常那样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建立
健全使“一把手”不犯或少犯错误的
多方位、多层次的监督制约体系才有
一定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土地经营权可抵押，承包权不可

以科学民主决策防范“一把手”滥权

改革高考贵在打破“一考定终身”

保护珠算文化不应依赖课堂

《决定》指出：“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
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
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葛时事微微谈

□武洁

12月5日，重庆，一岁半的男童
被长辈吴女士误留在了电梯里。当
吴女士再找到孩子时，男童已浑身
是血躺在小区楼下的地砖上，生命
垂危。电梯监控视频画面显示，男童
在电梯里遭到一名女孩的殴打。

悲剧其实不仅仅属于受害者
家庭，无论是对小女孩还是其家人
而言，又何尝不是个悲剧呢。只不
过，如果对摔打男童惨剧的反思，
仅仅是给这个小女孩贴上“邪恶凶
残”的标签，便画上句号，同样不免
仓促。

事实上，在国外，也曾发生过
类似儿童暴力案，英国就曾有两

名10岁和11岁的“邪恶儿童”因为
犯下“令人震惊，恐怖至极”的虐
待儿童案被治罪，而其施暴的原
因竟然仅仅是因为“无聊”。即便

“邪恶儿童”确有其与生俱来的本
性因素，但后天的成长环境同样
对其人性不可避免会产生影响。
正如英国的“邪恶儿童”最后被发
现成长于充满暴力的“毒性”家庭
之中，成长过程中缺乏心理与精
神的关爱，至少是催生“邪恶儿
童”的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
那么，回到摔打男童的小女孩身
上，她的行为背后，究竟又有何深
层次的原因，其生长的家庭与社
会环境，对其有着怎样的影响，也
就更值得盘点。

虐童女孩是悲剧的另一面

葛公民论坛

葛一起学“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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