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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在“后高考时代”更关键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高考结束了，很多考生禁不住欢
呼“解放了”。但在成绩揭晓之前，大多
数考生和家长很难放下悬着的心。也
许不用太久，我们就会看到“后高考
时代”的常规新闻报道如期而至，比
如某校“学霸”成绩如何惊人，而个别
成绩不好的考生则有可能在压力之
下做出不理智的事情。

高考既然是选拔性考试，当然
是成绩越高越好，考生和家长盼望
高分、羡慕“学霸”也都是人之常
情。此外，对很多考生来说，高考确
实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也应该

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是，我们更应
该看到“后高考时代”并不只是这
一个短暂的夏天，寄希望“毕其功
于一役”未免太着急。高考可以改
变命运，但绝非唯一的机会，在高
考过后的漫长日子里，仍有很多更
具价值的竞争机会，放宽视野去看
待高考的得失，更有助于考生和家
长摆脱当前的焦虑。

高考期间的很多新闻，已经证
实我们仍然习惯性地把高考特殊
化。在重庆一个小区，为保考生休
息，物管竟然限时停运电梯。如果
说这只是民间行动，那么福建沙县
为了保障高考几乎做到无微不至，
当地交警在考场周边布置岗点，过
往机动车辆必须熄火前行。我们之
所以把高考看得如此重，主要还是

对当前的高等教育有挥之不去的
情结。在刚刚恢复高考的那些年，
高考成功确实不亚于“鲤鱼跃龙
门”，不少考生在农田锄地时拿到
了录取通知书，洗去两脚泥就能接
受“精英教育”。那时候，只要一脚
踩进大学校门，人生道路便是一片
光明。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逐渐推
进，现在的高考已经不像当初那样
可以“一考定终生”了。这几年，全
国高考的录取率基本都稳定在四
分之三左右，这意味着高等教育的
门槛越来越低，以前的“精英教育”
已经成为大众教育。根据教育部规
划，大学扩招后“专升本”的600多所
地方本科院校将逐步转型做现代
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
高校比重将大幅提高。

也许有考生和家长认为，正因
为高等教育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
更看重高分和名校。其实，即便是
那些高考“状元”们，也不都像别人
想象的那样“成功”。随着社会开放
程度的提高，一个人获得成功的机
会也越来越多，在高考考场之外还
有很多可以改变命运的机会。马云
今天已成为很多青年的偶像，而他
当初经历三次高考也不过考了个专
科，真正改变命运的机会都在他的

“后高考时代”。现在，一些家长看到别
人家的“学霸”，就觉得自家的“熊孩
子”不可救药了。其实高考也只是“后
高考时代”的一个起点，自己的孩子
能否在这个漫长的竞争中养成终
生学习的习惯和荣辱不惊的心态，
远比一次高考的成败更重要。

葛评论员观察

高考可以改变命运，但绝非唯一的机会，在高考过后的漫长日子里，仍有很多更具价值的竞争机
会，放宽视野去看待高考的得失，更有助于考生和家长摆脱当前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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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一语中的

在执法对象级别更高的时候，
应选定更合适的执法主体前往，基
层执法队则发挥协助作用。

近日，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
东城区环保局监察队执法队员突
击检查国家文物局机关食堂，但被
拒之门外达两个小时。国家行政学
院法学部教授杨伟东认为，在过度
强调级别权力的体系之内，执法机
关的级别对于执法权的发挥至关
重要。

打与被打者可以“一笑泯恩
仇”，但相关事件的信息公开不能
不了了之。

在网友爆料“云南省云和县主
要领导酒后互殴”一个多月后，当
地给出了“诸多细节不实”的笼统
回答。媒体人马钰朋对这种“稀里

糊涂”的官方态度做出批评，毕竟，
在追求公权力透明运行的现代社
会中，政府在具体事件中坦诚是取
信于民的基本条件。

他在那儿设个卡，可能对他是
有好处的。权力的力是力量的力，
但这个力量有可能带来利益的那
个利。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进
一步简政放权，促进创业就业。在
财经评论员张鸿看来，当前改革的
方向是要尽量取消限制市场主体
自由发挥的各种资格认证，改革的
难度恰恰来源于隐藏在认证背后
的、助长寻租冲动的部门利益。

葛公民论坛

□关亮

近日，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一
交警在事故处理完一个月后仍迟迟
不肯归还扣留驾照，涉事司机多次
索要无果，最终无奈用200元将其

“赎回”。交警公开索贿一幕被媒体
全程拍摄下来，曝光后受到社会广
泛关注。8日，湟源警方通报，涉事警
员董某某为协警员，现已被辞退。（6

月8日央广网）
一个协警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我

们不得而知，在被曝光之前他又以
此法勒索过多少司机也无从可考。
但从他身上不难管窥到，将手中的
权力通过某种形式变现为实在的利
益，依然是当下社会的一种流行病。
其表现是，无论大小，但凡手中有一
点权力，哪怕芝麻绿豆大点儿的权
力，也一定要充分加以利用，想方设
法地将权力寻租变现，使其达到利
益最大化。

西宁的这位协警，他平时可能
也遭受着其他“微权力”的“盘剥”：
子女想调个位置坐到教室前排，得
给老师点好处；得罪了居委会大爷
大妈，他们会给你找点小麻烦；甚至
连楼下的停车场收费管理员，也凭
着手里的那点小权力，不撕发票“贪
污”停车费。

这里受了委屈，在别处就得找
回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成了一
些人的潜意识，陷入权力争夺的恶
性竞争。有权力的充分利用手中的
权力，权力小的想方设法扩大权力，
没有权力的想尽办法获取权力。

若要止住此风，先要明确这些
并不起眼的权力实际上可以支配多
大的资源、受到何种程度的约束和
监督。有约束和监督，权力再大也会
服服帖帖；没有约束和监督，权力再
小也可以胡作非为。须知腐败也是
有“进化论”的，今日的大老虎就是
昨日的小苍蝇。只有将无论多小的
权力都关进笼子，让“微权力者”时
刻保持警醒的状态，才能将腐败扼
杀在摇篮里。

“扣驾照”的微权力也得进“笼子”

葛媒体视点

“宽出”的大学

助长招考作弊

我国大学当前的培养机制是，
不管是学校招生实行“严进”，还是

“宽进”，结果都是“宽出”，几乎很少
有过程淘汰。一名学生被大学录取
之后，不出意外，将顺利获得大学的
文凭，而且，这张文凭是国家承认
的。这无疑增加了考试、招生作弊的
收益，一名成绩很差的学生，经作弊
进大学后，将顺利实现获得国家文
凭的目标。这也鼓励考试作弊、运作
招生潜规则者前赴后继。

我国的人才评价体系也和学历
挂钩。虽然近年来随着大学毕业生就
业难加剧，文凭严重贬值，可是整个
社会的“学历情结”还依旧存在，“名校
情结”则更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有一
些大学就在做贩卖文凭的生意，根本
不回报给学生高质量的教育，而只是
一张文凭。一些名校虽然屡屡爆出教
育丑闻、学术丑闻，但其授予的国家
承认文凭，还是“奇货可居”。

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
30%的当下，我国必须认真反思国
家授予文凭制度、学校行政化办学
体系的根本弊端，不对制度进行根
本性改革，实在难以治理日益复杂、
严重的教育乱象——— 试问，人大考
十几二十分的学生，他们顺利毕业
没有？他们怎样顺利毕业的？他们毕
业之后拿到国家承认的文凭到哪里
高就？一个成绩很差的学生，经运作
进了名校；求学时成绩达不到要求，
顺利毕业；毕业之后，用名校文凭作
为敲门砖，依靠父辈关系谋得一份
好工作，甚至很快晋升到领导岗位，
这践踏的不仅仅是教育公平，而且
是整个教育的尊严和国家、民族的

未来。必须通过制度改革，遏制这种
荒谬运作的反复上演。(摘自《北京
青年报》，作者熊丙奇）

养老改革要兼顾

顶层和细节设计

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诞生以
前，恐怕从未有一项制度让人们如
此纠结：围绕增加还是削减社会福
利的争论从未止息，制度改革更是
伴随制度发展全过程。

从大的方面看，成功国家都能坚
持从本国国情出发来设计制度；保障
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不
适应就及时调整；建立了合理的养老
责任分担机制；具有比较畅通的社会
协商渠道。受挫国家的教训也有多
种，其共性是：缺乏顶层设计，制度出
现碎片化；照搬照套别国模式，制度
水土不服；制度变革过于频繁，公众
丧失信心。概言之，养老保险制度在
解决问题中成长，随经济社会发展而
演变。从现实条件出发有效解决问
题，是养老保险改革成功之道。

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还
需高度注重细节设计。养老保险制
度发展比较成功的国家，都很重视
制度细节设计。比如，德国分情况详
细规定了劳资双方的缴费责任；瑞
典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建立了财
务自动平衡机制。只有既注重顶层
设计，又注重细节设计，才能最大限
度避免制度频繁变动，才能提高制
度对现实问题的解决能力。目前，新
一轮养老保险改革方案正在制定
中，在前期充分调研和广泛征询社
会意见的基础上，相信改革方案的
科学性、针对性、细致性会大大提
高。(摘自《人民日报》，作者张怡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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