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母”杀子是恶劣生活结的恶果

日前，一桩“慈母”杀子的人伦
悲剧被曝光，令世人深感震惊和痛
心。河南鹿邑农妇武文英去年2月在
家中把半瓶农药递给了患有脑瘫
的双胞胎儿子，两兄弟服毒后身
亡。事后10个月，武文英决定自首。

常言说“虎毒不食子”，而武文
英竟然毒杀双胞胎儿子，不明真相
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不免要先
谴责凶手悖逆人伦天理。但是，同
村乡邻在凶案发生后先是保持了
沉默，继而又在武文英投案后为
其联名求情。就此案而言，仅做道
德谴责已不足以切中肯綮，要杜绝
类似悲剧的重演，还必须关注案中
人的生存状态，找到人性崩溃的根
源。

根据媒体的报道，武文英在毒
杀儿子之前，堪称慈母典范。她照
顾患有脑瘫的双胞胎儿子长达20

年，其间辛苦非常人所能体会，以
至于42岁时就满头白发。对于这个
在苦难中艰难挣扎的家庭，当地媒
体屡屡报道，武文英也表示过只要
自己活一天就会照顾孩子们一天。
可惜，这个承诺只坚持了一个月，
慈母就成了杀手。事实并非武文英
对孩子们失去了爱心，而是越来越
沉重的生活压力让她长年紧绷的
意志之弦突然断裂。

自从生下脑瘫双胞胎之后，武
文英的家庭就一直生活在贫困之
中，20年前给孩子看病借的35000

元，至今还有3000多没还上，借账
借得别人都躲着走，“走到谁家门
口，谁都害怕”。家有两个脑瘫儿，
即便换做城市家庭也大多承受不
起这个压力，两年前东莞市民韩
群凤亲手溺死患有脑瘫的双胞胎

儿子也曾震惊一时。能真正让脑瘫
儿家庭走出绝望的道路只有一条，
那就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和救
助机制。尽管让残疾人“人人享有
康复服务和人道主义关怀”早就
写进了一些地方政府的工作目标，
武文英的两个脑瘫儿要想享受到
写进文件的保障和服务却比让自
己站起来都难。活了20年，武文英的
两个儿子一直没有户口，连正常的
低保都享受不到，因为没去主动申
办残疾证，当地人的残疾人系统
也没有录入他们的信息，这让他
们错过了当地的一些救助项目。
在媒体多次报道之后，武文英家
虽然也收到过好心人送来的生活
用品以及镇政府送来的轮椅和
500元慰问金，但这显然不足以帮
助这个家庭脱离自生自灭的困
境。武文英，这个勉强能写自己名
字的农村妇女，以及他的脑瘫孩
子们，在近乎“原子化”的生存状态

中无依无靠，能生存20年已堪称生
命的奇迹。他们的乡邻未必没有同
情或帮助过他们，但是在青壮劳
力都出外打工的农村，恐怕家家
都有难念的经。在社会转型期中
的农村，通常是既找不到家族血
亲的支持，也找不到社区组织的
援助，不少人像武文英一样自顾不
暇又不堪一击。

武文英的家庭悲剧，深刻地暴
露了当地农村社会治理的涣散，尤
其是农村弱势群体的恶劣生存状
态。从城市到农村，社会保障和福
利水平都呈现出递减的趋势，越是
急需救助的人越是求助无门。与其
说武文英制造的悲剧是人性的悲
哀和道德的沦丧，还不如说这是社
会保障和救助在农村底层的尴尬。
因为不堪生活重负，无论是母亲杀
病子还是儿子杀病母都已经屡有
报道，在为当事人的命运叹息之余
我们还应做些什么？

武文英的家庭悲剧，深刻地暴露了当地农村社会治理的涣散，尤其是农村弱势群体的恶劣生存

状态。从城市到农村，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都呈现出递减的趋势，越是急需救助的人越是求助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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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贵峰

中国青年报记者所获的一份
审计报告中“政策处理费支出明
细表”显示，浙江省温州港集团自
2006年起连续以津补贴、加班费
及拆迁领导小组慰问等名目，为
温州乐清市北白象镇政府领导小
组发放工资，至2012年6月，共计
239万余元。报道援引知情人士信
息称，此类地方合作在当地已属
常态。

通过“政策处理费”为政府官
员支付工资报酬的行为，明显涉
嫌一种商业伦理上的非法经营、
不正当竞争，甚至涉嫌行贿。另一
方面，当地政府长期享受企业的
各种津补贴、加班费，变相地为企

业“打工”谋利，也严重违背行政
伦理和公共服务原则，且有受贿
之嫌。

凭借这种“政策处理费”搭建
起来的利益输送通道、权钱交易
平台，企业与政府俨然成为紧密
的政商官商利益共同体，相应的

“利益权力化”、“权力利益化”势
必同时不可避免。伴随“利益权力
化”——— 公权力被收买为经商工
具、官员沦为企业的“马仔”，自由
竞争的基本经济秩序、“市场的决
定性作用”必然难以维系；伴随

“权力利益化”——— 追逐私利成为
权力的目的、公权力沦为官员的
寻租手段，公平正义的政府公共
服务和行政监管、“更好发挥政府
作用”必然同样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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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山东省教育厅 9日正式发布
《2014年普通高等学校艺术类专业
招生工作实施方案》。艺术教育、服
装设计与工程、风景园林、文化产业
管理等四个专业没有出现在方案
中，由此正式告别“艺考”行列。

联想到此前教育部要求提高
艺术类招生中的非艺术类专业文
化课成绩，近期关于艺考一系列措
施的出台，普遍被认为是教育部门

“收紧”艺考政策、为艺考热降温的
信号。

艺考热已经持续十年之久，每
年艺考期间，考生往往要在多个艺
术院校之间赶场，费钱费时费力。不
过，从媒体报道来看，艺考大军中除
了部分考生的确是出于对艺术的
兴趣外，多数存在投机心理。其中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艺术类专业
对文化课成绩要求相对较低，很多
考生将此作为高考的捷径。在升学
率的诱惑下，一些学校也会动员成
绩不好的学生走艺考路，甚至组建
艺考班。

然而，功利目的下的艺考热，

其弊端显而易见：一些高校的艺术
类专业不断扩招，不仅生源质量下
降，严重的供大于求直接导致“艺
考很热，就业很难”；另一方面，由
于人数的膨胀，艺考的录取率已经
低于普通文理高考录取率，多数考
生沦为“炮灰”。以山东为例，因报
考人数的逆势增长，2012年高招文
理本科录取率便“反超”艺术类，所
谓的艺考捷径其实已经不复存在。

教育部及山东省此次收紧艺考
政策，可以预期会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目前的艺考热，减少考生盲目报
考的冲动。不过，从长远来看，给艺
考热降温，不能仅靠减少招生专业、

提高文化课成绩这样的方式。毕竟，
只要如学者所说的“学历军备竞赛”
的格局不变、千军万马挤高考独木
桥的现状不改，在一些考生和家长
眼里，艺考仍然具有给高考增加“命
中率”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不难
想见，很多考生依然会将艺考作为
谋求更好大学的敲门砖。

从这个意义上说，给艺考降温，
除了要推进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更
为关键的是要给其背后的学历崇拜
降温，通过一系列措施鼓励考生在
高考前进行“分流”，而这需要政府
部门不断完善职业教育、畅通社会
上升通道等作为保证。

“重要力量”有两层基本意思：
第一层是“善自身”，继续完成国企
自身的改革任务，以适应新的市场
化、国际化竞争形势；第二层则是

“善天下”，通过“服务于国家战略目
标”、“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
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
缴公共财政比例”，更有效地承担社
会责任。

这就是说，深化国企改革“只有
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为什么面对
国企辉煌的改革发展成就，老百姓
仍有微词？原因就在于，人民群众并

不仅仅满足于国企的“独善其身”，
更期盼国企“广善天下”。这包括，市
场体系更开放、市场竞争更有序，国
民经济更富活力、财富分配更趋公
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加合理。为
此，必须按照决定要求，推动国企建
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在“发展混
合所有制经济”、“组建国有资本运营
公司”等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其中关
键点在于，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
国有企业制度，使之符合现代企业制
度的基本原则与分工定位。唯此，国
企才能走出市场化、商业化的第一
阶段，朝着更为完善的、同时承担起
竞争与公益职责的目标迈进。(金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邓子庆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近日印发《党政机关国内公
务接待管理规定》，对接待活动
食、宿、行、迎送及警卫、预算和报
销等关键环节提出了明确要求，
包括严控接待范围、简化接待礼
仪、限制接待住宿房型、从严控制
接待用餐的次数和陪餐人数、规
范警卫安排等。

制度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
施，而保障实施就少不了严厉的
惩戒机制。都知道，改革开放之
初，曾执行过“四菜一汤”等接待
纪律，但由于缺乏刚性的问责制
度，最终这一纪律逐渐消亡，教训
十分深刻。对比国外乃至香港等

公务接待规定，无不有着严密的
责任追究制度。2010年新西兰住
房兼渔业部长因违规购买两瓶葡
萄酒被勒令辞职；前香港廉政公
署“一把手”汤显明因“喝茅台”受
到戒奢警告……这些都提醒我
们，好的规定难以落实，问题未必
在规定本身，而在于缺乏与之配
套的惩戒机制——— 违规成本过
低，常导致规定形同虚设。

基于此，规定要想不在执行
中走样，就有必要从制度层面明
确违反规定的“法律责任”，在进
一步细化公务接待标准的同时，
出台相应的惩戒机制。

严控公务接待当有惩戒条框

为艺考降温不能仅靠缩减专业

国企改革“善自身”更要“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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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吉祥

葛一起学“决定”

决定指出：“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
利益的重要力量。”

领“工钱”的政府谈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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