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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条评论

破解教育公平难题迈出重要一步

禁止择校后更要注重教育资源均等

嬉笑怒骂

玖月(莱山区)

一提到教育，总是那么令人
揪心，教育体制、高考制度、素质
教育，教育专家和高层官员都会
头痛。这些顶层设计的问题，我们
也关心，但总觉得相距甚远。作为
普通百姓，最关心、最迫切的，还
是自己的孩子可以上哪所学校、
能不能上更好的学校。为了能上
好学校，厚着脸皮求爷告奶走关
系、找门路，牵线搭桥以后还得意
思意思，多少不说，过程之艰难很
多家长都深有体会。事成之后，择
校费是少不了的，价格不菲，但家
长丝毫不会眨一下眼睛，毕竟交
择校费的资格那也是烧香拜佛求
来的。有人说：这不公平，择校制
度的存在还容易产生教育腐败。
那好，禁止择校，一律划片就近入

学。好像给这“病症”找到了解药，
既能杜绝择校过程中的不正之
风，又倡导学生就近入学，一举两
得，皆大欢喜。

但教育问题可不是那么单
纯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禁
止了择校，是不是就公平了，家
长是不是就省心了呢？未必。禁
止择校后，能上哪个学校，由你
家房产决定。房子在好学区，上
好学校；在差学区，只能上差学
校。根源在哪呢？没人逼你择
校，没人逼你买学区房，你完全
可以送孩子就近入学，节约成
本、方便省事，何乐不为？可好
学校，意味着优越的硬件设施
和优质师资力量，同样是义务
教育，凭什么就因为我家房子
不在这个学区，就享受不到好
的条件、好的老师呢？说到底，

还是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重点
学校、实践学校、普通学校，学
校本身的“三六九等”才是家长
想方设法择校、“倾家荡产”购
房的根本原因。

教育机会均等化，包括入
学机会平等、教育过程平等和
教育结果平等。入学机会平等
目前已经基本实现，无论贫富
城乡都享有了平等接受义务教
育的权利。教育结果平等建立
在入学机会平等和教育过程平
等的基础之上。如何实现教育
过程平等呢？基础教育阶段的
学校标准化建设、师资力量配
置均衡化、教师人才流动机制
等措施，在许多国家都有成功
的经验。在日本，中小学校基本
看不出重点非重点、好与一般
的区别，所有中小学校站在同

一起跑线、无差别发展，甚至学
校建设规模、标准、硬件配备都
统一规格。而且教师配置均衡，
实行流动机制，平均每个教师7

年更换一次任职学校。在国内
也有省市率先试水，江西省今
年在11个县(区)试点义务教育学
校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明年将
全面推开；北京西城区中小学
教师也试点开展了轮岗。这些
都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
验。

当然，教育机会均等化不可
能一蹴而就，还要考虑到经济发
展水平、地方财力、教育投入、人
事、薪资等方方面面。但改革越
是艰难越显示其珍贵，让家长不
再为孩子去哪所学校而苦恼，让
孩子真正平等地接受教育，不论
贫富、不论城乡。新闻：广东省纪检部门立案

调查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的
当天，即赴他家里取证。办案人
员惊讶地发现一个还未拆封的
信封。仅仅几天前，为能提拔为
茂港区区长而“跑官”的茂港区
常务副区长谭某，刚刚送上约30

万美金的贿金。信封里赫然附着
谭某的简历和名片，他已经在副
处位置待了8年。(京华时报)

点评：行贿还得是国际通用
货币才行。

新闻：央视又一拨离职风潮
刮起。每每有知名主持人离开央
视，就有人唏嘘不已，不明白外人
削尖脑袋想抢的金饭碗，为什么
还有人扔掉。其实，能进央视的人
一定厉害，而厉害的人在乎的是
如何把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最大。
当得到或者得不到这个诉求，都
会考虑离开，去寻找更广阔的天
空，寻求更多的可能。(华商报)

点评：只见人前显贵 ,不见
人后受罪。

刘清源

教育历来是涉及民生的重
大议题，已经传言了许久的禁止
择校制度今年在芝罘区正式开
始实行。都说教育要公平，今年
芝罘区真正的一刀切禁止择校，
要建立起健康的教育秩序，就要
走正常的教育轨道。这个转变总
要有个开始，就此来说，芝罘区
就破解教育公平难题迈出重要
一步。

相比烟台的其他地方，大概
再没有哪里会比芝罘区的基础
教育更受关注，经过多年的打
造，芝罘区的教育资源已取得了
相当高的认可度，在这样的基础
上，大量其他县市区甚至芝罘区
的家长，都想方设法地择校让孩
子进入芝罘区的名校就读，需求
越来越大，因为择校而产生的各
种“权力”和“金钱”的交换令参
与者们越来越头疼，为了孩子

“不差钱”地择校，让往年芝罘区
名牌中小学的班额控制和管理，
成了教育负责人的一大难事。

从实际上来讲，教育发展不
均衡是客观存在的。在芝罘区，所

有学校的硬件设施配套差别不
大，但在师资力量的软条件上还
有一些差距，一些郊区学校确实
难以和市中心的一些名牌学校相
比较。薄弱学校的师资力量较弱，
生源质量较差，本来这还不是什
么严重的问题，但在升学教育体
系中，这就变为十分严重的问题，
教师对学校的认同度很低，学生
对自身的认同度也差，在一个普
遍缺乏认同的学校里，要老师认
真教学，学生养成好的学习行为
习惯，是十分困难的。在这种情况
下，薄弱学校也就成了“差学校”、

“差生”的代名词，望子成龙望女
成凤的家长们，自然也不会落于

人后。长此以往，便进入一种恶性
循环，名校压力越来越大，薄弱学
校越来越萎缩。

优势资源总是有限的，解决
择校的根本应该是普遍提高各
学校的教学质量，减少差距。能
让孩子在家门口不用择校上心
仪的学校，是每位家长学生都愿
意的。既然客观情况已经存在，
要改变总要有个开始，真正实现
根据制度办事，减少“人治”的操
控力，就要公开透明，严格按照
政策执行。就此来说，芝罘区今
年就破解教育公平难题，迈出了
重要一步。禁止择校，在初期肯
定会面临众多的阻力和困难，却

是从根本上解决教育公平的关
键一步。

禁止择校后，薄弱学校有了
更多的生源，可以更好地支持学
校发展，减少差距。日益紧张扩
班的名校可以按照正常的教学
规律上课，更多的家长不用再长
途跋涉地接送孩子，解放了精力
和时间。确实有需求一定要上名
校的家长，也可以通过购买学区
房来达到目的。当按政策规定上
学成为社会普遍共识，学校回归
正常的办学规律，少了人为的控
制因素，教育公平的差距才会逐
渐减小，有秩序的办学才能回归
教育的本真。

开发商跑路的烂摊子需要有人收拾
毛旭松

福山一小区一栋楼里的两
部电梯，一部停摆了一年多至今
还坏着，另一部停摆了一个多月
刚修好。高层住户只能靠爬楼上
下，很是辛苦。

有道是住得高看得远，空气
新鲜视野好，楼层越高价格也
高，可这好那好就一样不好，一
旦电梯罢工，住在高层的业主可
就有苦吃了。电梯坏了倒不可
怕，找人来修恢复运转即可。可
怕的是开发商和物业不给修理，

业主又拧不成一股绳只能有苦
自己吃。我看对于有些不负责任
的开发商和物业，只有让他们的
经理体验下天天爬20层楼的辛
苦才行。

有些开发商建楼只顾着搂
钱，把房子卖出去了挣大钱了，
就脚底抹油拍拍屁股跑路了。扔
下烂摊子，把不明真相的业主给
坑了。大部分人买房子是刚需，
折上半生积蓄甚至还得跟银行
贷款，却住着一套并不称心如意
的房子，怎么能不来气呢？

就像福山这个小区，本来

业主根据原来与开发商签订的
协议，在物业公司正常提供服
务的情况下，在开发商办出房
产证之前业主不用交物业费。
结果开发商老板跑路了，欠了
电梯商60多万元。或许坏了的
电梯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
欠了维修的费用，结果就因为
开发商失踪了，产生了一系列
的棘手问题。

现在问题摆在了眼前，开发
商已经跑路，业主与开发商签订
的协议实际上很难再执行，而小
区还需要正常运转。旧物业的退

出把烂摊子留给了新的物业公
司管理。作为业主，除了报警追
查跑路的开发商外，也要积极成
立业主委员会，协助新的物业公
司把小区很好地运转下去。比如
可以协商业主适当交物业费，保
障物业公司正常工作等。

开发商跑路的后果很严重，
将引发一系列房产证问题、房屋
质量问题等。这也给相关部门敲
响警钟，对于那些提前收取购房
款的开发商要进行关注，以免产
生不必要的损失，从而促进房地
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真相往往比第一次被说出
的，比单一情感和道德所代言的
更多和更混乱，这不仅是一个经
验判断，其实也是一种伦理支
持。话题总是会被引向出乎意料
的方向，而且歧见纷出，产生大
量的泡沫，然而这简直是必然的
过程，没有泡沫就推不出真知。

——— 吕频(专栏作家)

总跟报刊亭较劲，说明很多
管理者对“城市”的理解尚浅。

“好市容”≠马路上都一马平川、
光溜水滑。城市生活的第一要素
不是好看，而是方便。在不阻碍
基本交通的前提下，报刊亭提供
着买书报、买瓶水、问个路等诸
多方便。若把它们草率地从繁华
街巷抹去，方便了管理，却麻烦
了市民。

——— 杨禹(评论员)

名嘴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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