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单独高考，重在公平而非“优惠”

7月2日，江西宜春“夺刀少年”
柳艳兵和易政勇参加了教育部门
为他们专设的单独高考。据了解，
此次考试严格按照正常的高考要
求进行规范操作，考场为标准化
考场，所有设备也和正常的高考
一致。

考虑到两人的身体条件，考场
提供了有靠背的座椅，并安排医护
人员处理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细
节上的人文关怀值得肯定。更值得
关注的是，这场单独考试所展现的
是程序公正与机会公平，而公平性

恰恰是高考所最应注重的价值。
相比部分高校提供的破格录

取机会，单独高考显然更具公平
性。两名少年此前在阻止行凶歹徒
时受伤严重，因此错过了高考，这
场单独考试的安排，是给他们提供
了一个和其他考生一样通过高考
走进大学的机会。那些向他们伸出

“橄榄枝”的高校，其鼓励见义勇
为、重视道德品质的心情可以理
解，但如果两人接受了，就意味着
他们因为自己道德上突出，在考大
学这件事上获得了额外的“福利”。
这种情况难免引发争议，毕竟绕过
高考进入高校，对那些没有机会

“见义勇为”的考生来说，很可能是
不公平的。

之所以要安排全国性的高考，

就是为了保证给所有考生提供一
个通往高等学府的公平机会，程序
的公正性和标准的统一性对此至
关重要。在今年高考中同样备受关
注的辽宁本溪高中高考加分事件，
就提供了一个反面的例子。该学校
今年总共1000余名考生，将近十分
之一获得各类加分，明显让其余考
生“输在了起跑线上”。诚如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所言，
高校录取只能通过总分调档，把文
化课分数与体育特长分数简单相
加的做法，有损高考的公平性。而
为了获取加分，考生与家长在考场
之外做出种种“努力”，也给腐败滋
生创造了空间。

事实上，不论是被两名少年主
动拒绝的破格录取，还是乱象丛生

的加分认定，问题的关键就在于
目前的规则中存在着较大的模糊
空间。包括高校在哪些具体情况
下可以破格招生，分数上的“优
惠”能够达到何种程度，特长加分
依据怎样的标准，以及加分是否
应当加入统考成绩之中，都应当
有更加细致严格的规定。否则，在
过于“自由”的录取规则下，考场
之外的因素很容易左右这场事关
考生前途的考试。

2日开始的这场单独高考，在给
两名少年提供“补考”机会的同时，
也为今后遇到类似事件提供了借
鉴。值得教育部门和相关学校深思
的是，如何通过程序上的完善排除
考场之外的干扰，给所有考生创造
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这场单独高考，在给两名少年提供“补考”机会的同时，也为今后遇到类似事件提供了借鉴。值

得教育部门和相关学校深思的是，如何通过程序上的完善排除考场之外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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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娄士强

□刘昌海

正在修订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中将有专门章节阐述城市风道内
容，预计将于年底发布。据了解，城
市风道又叫做城市通风廊道。在静
稳无风、大气扩散条件差的不利气
象条件下，把郊外的风引进主城区，
将霾等污染物吹走成为了备选除霾
方式之一。（7月2日《新京报》）

刮风的确可以吹走雾霾，不过，
“借风吹霾”这个法子要受制于两个
因素，一个是老天爷一定要经常刮
风，二是外面的空气一定要相对干
净。如果没有风，光有风道也没用；
如果外面的空气比里面还污染严
重，吹进来也是饮鸩止渴。

比如较早提出“借风吹霾”的杭
州，就具备这样的条件。杭州城面朝

杭州湾，海风天天在刮，而且相对洁
净，打开城市的风道很容易就把污
染物吹走。而北京的西面和北面是
大山环绕，风不容易吹进来；南面和
东南是渤海平原，但是有天津和唐
山两个重工业地区，也都属于空气
污染的大户。

更何况，污染物不会凭空消失，
不管吹到哪里都还在空气中悬浮，
从你这儿吹走了，落到哪儿都不合
适。如果大家解决雾霾都靠风吹，最
终也只不过是“换霾而吸”而已。

而且从具体操作的角度来说，
改变一个城市的建筑布局，比改变
产业布局也容易不了多少。想要减
少雾霾，最见效、最治本的办法只有
两个，一是改变产业结构，减少污染
排放；二是增加城市绿化率，增加森
林覆盖率，抵消污染造成的影响。

中央财政的收入占到总体财政
收入的47%-48%，但支出不到我国
整个财政支出的20%。

在财经评论员周俊生看来，地
方财政存在的巨大缺口，以及由此
引发的“卖地财政”，很大程度上源
于现行的财税体制。当务之急是按
照事权与责任相匹配的原则，调整
央地两级政府的税收分配比例，有
效地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哪怕就是象征性地差了几十万
的量，排到第二，从投资者到管理层
的心理，都会有很微妙的变化。

万科董事长王石近日发表演讲
称，如何处理与行业内对手的关系，

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为了保
全所谓的荣誉感，很容易做出危及
个人或企业生存的决策。在面临巨
大的竞争压力时，目标是需要不断
修正的，有时候退比进更为重要。

富人不需要抵押房产，而真正
需要这一产品的是拥有房屋却无资
金的老年人。

“以房养老”首倡者、中房集团
总裁孟晓苏表示，“以房养老”只是
为老人提供了更多的养老方式选
择，并不会取代发挥基础作用的政
府养老。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
构建完善的养老服务体系才是解决
问题的根本。

“借风吹霾”不过是“换霾而吸”

葛公民论坛

■本版投稿信箱：

qilupinglun@sina.com

近些年，我国旅游产业发展
很快，大量扩建、新建风景区如雨
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著名景区往
往能够给其所在地的经济带来良
好的拉动效应，景区发展得好，能
够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大量红
利。然而，这些红利却并不一定能
落实到景区原住民的身上，景区
原住民与景区管理方之间的纠纷
屡见不鲜，许多事件都折射出了
部分景区发展过程中对本地居民
权益照顾不足的问题。

好的景区管理制度应当兼顾
规范化与人性化，既要为游客提
供安全可靠的旅游体验，也需要
照顾本地居民的生活需求。简单
地“以禁代管”，既是缺乏积极作

为的懒政，也是伤害公众利益的
盲政。

对景区的开发不能让景区原
住民的权益受损，这是一条最基
本的原则。如果罔顾本地居民利
益，这样的管理，无论理由多么充
分，恐怕都难逃“与民争利”的嫌
疑。随着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各
地景区应当探索出一条能够兼顾
景区开发与原住民利益的双赢发
展之路，在施行政策时为公众利
益留出足够的空间，让景区的红
利真正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摘自《光明日报》，作者杨鑫宇)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日前，济南市城乡建设委员
会发布消息称，济南市正研究现
行商品住房限购政策进行调整的
办法，待确定后实施。（本报今日
A04、A05版）

其实，在此之前有些城市已
经暗自“松绑”，呼和浩特市做得
更干脆，正式取消了“限购令”。要
不要放松或者取消限购，不少城
市之所以在此问题上表现得颇为
犹豫，因为限购是当初“新国八
条”的明确要求。作为一种应急手
段，限购在一些城市起到了控制
房价快速上涨的作用。时移势易，
现在国内不少城市的房价已经出
现下行趋势，限购逐渐显得不合
时宜了。呼和浩特相关官员也说，

“市场需要限购，我们及时落实国

家相关部委的通知，市场不需要
限购，我们也应及时做好引导工
作”。与其只做不说、暗中松动，倒
不如依据“属地政府负总责”的要
求，因地制宜地调整政策，让群众
明确知晓政策的变动。

虽然，目前不失为调整限购
政策的良机。但是，有意为之的城
市也应当做全盘考虑，防止房价
的急剧起伏。长期以来，调控对房
价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
政策的每一次松动或收紧都能引
发市场的心理波动。限购松动之
后，如果房价出现大涨或者大跌，
都不是地方政府所愿意看到的，
也不是群众能承受的。

随着限购在各地或明或暗地
松动，政府对房价的调控手段也
应当有所转变。“就房价调房价”
难免有些急功近利。发挥市场的
作用，以税收或货币政策进行宏
观调控，或许应该成为房价调控
的新走向。

限购松动谨防大起大落

葛齐鲁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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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静接受事业单位的福利剥离

葛媒体视点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江苏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局一副局长，在介
入当地一民营企业破产处理的过程中，将其吃、住、行、游的巨额费用交由
该企业报销。企业员工数年来多次举报，当地司法机关却始终不予理睬。（7

月2日新华网） 漫画/勾犇

“滋养”

葛一语中的

都说中国改革是在啃硬骨
头，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常
常是渐而不进寸步难行，但这一
次的事业单位改革很平静，并没
有产生多少失落感，这背后有很
多原因。

其一，源于改革的渐进性，是
在稳妥地作了很多年试点、先行
和实践的改革铺垫后，才逐步出
台了总体性的改革方案。其二，是
社会和观念的进步，平等的理念
和平权改革深入人心，旧体制的
既得利益者找不到理由再去反对
这种让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福利
并轨的改革。

社会在进步，人的观念也在
进步，市场化改革让人们看到了

体制外的滋润和市场的魅力。过
去那些生活在事业单位温床上的
人，对旧体制的迷恋和依赖越来
越少了。当然，拆除体制壁垒的平
权改革是中国改革的历史方向，
谁也无法悖逆这种进步的方向。

过去很多人依赖和迷恋旧体
制，其实并没有理性的利益权衡，
而是出于一种惯性和惰性，担心
改革后工资待遇会下降，养老金
会减少。可改起来之后发现并非
如此，改革失去的是稳定的铁饭
碗，得到的却是与自己的付出更
匹配的收入。事业单位员工对改
革的这份平静和理性，也是一种
进步。(摘自《中国青年报》，作者
曹林)

景区开发不应损害原住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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