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来，公办高校学费上涨一
事颇为引人关注。内蒙古和海南
已召开听证会并通过高校调价
方案，江西与广东也确定今年高
校将执行新的学费标准。在这一
轮高校学费涨价之前，也就是
2014年，天津、浙江、江苏等十余
省份已做出了类似的学费调整。

众所周知，接受高等教育，
是当今社会上升的一个重要通
道，学费上调的影响面非常之
广，社会舆论对此有议论实属正
常。如何看待高校学费水平，或
者说为什么有这么多反对学费
上涨的声音，是个值得分析的话
题。尤其现在，社会各界对教育
这么重视，一般家庭为了中考高
考等愿意付出相当大成本，轮到
高等教育却出现了如此之大的
反差，个中原因值得深思。

既然是议论高校学费标准，
应该明确的一点是，高等教育的
性质决定了高校收学费是合理
合法的，高等教育阶段不属于义

务教育，不具有免费性的特征，
民办院校自不用说，即便是政府
投入较多的公立学校，由学生付
费购买教育服务，弥补财政支
出、校产创收以及校友捐献之外
的资金缺口，也是合情合理的。
而且，高等教育资源是稀缺的，
学生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取得，
也容易理解为什么其是“有价”
的。至于政府、学校、学生的费用
比例如何，贫困家庭负担怎样缓
解，这关乎社会保障力度，属于
另一方面的问题。

确定了高校可以收学费这
点，剩下的就是单纯来看学费标
准是高是低，对此不妨做一下对
比分析。以经济较发达省份广东
为例，学费标准在全国算是比较
高的，此轮涨价之后，多数公立学
校的费用每年在7000元左右，暂
且不算专业之间的费用差别，刨
除寒暑假等节假日，换算到每天
不到50元。想想中小学阶段的辅
导班价格，想想早教幼教时的费

用，每天50元高吗？更何况，在公
立高校任教的老师绝大多数是博
士毕业，再算上数量不少的专家
学者，这笔费用就显得更低了。

那么，在教育方面舍得给孩
子花钱的家庭，为什么还是对高
校学费涨价反对声一片？他们中
的大多数并非无力承受每年一
两千元的涨幅，而是有别的原
因。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就
是，如果教学环境和质量同步提
高，涨价是可以接受的，换句话
说，反对者强调的是“性价比”，
提价不提质实属“不值”。于是，
这在逻辑上就能说通了，家庭能
够接受高价辅导班，是觉得“物
有所值”，而高校并没有提供“足
值”的服务，甚至在一些人眼里，
大学课程的价值远不如专项技
能培训。

说来也是，除去作为敲门砖
的毕业文凭，在大学里上课对学
生而言究竟有多大价值呢？花钱
上的每一节课，对学生又有多大

的帮助？尤其现在，高校对教师
的考核并不侧重课堂，平日里照
本宣科、考试前划划重点的大有
人在，对于学生而言，上这样的
课更像是浪费时间，为此花钱就
更显不值了。相比之下，大学里
真正有内容、有水平的课程也有
不少，学生为了听课不惜挤在教
室门口的情况也有，在这个手机
发布会都有人购票去听的时代，
对于真正有价值的课程，想必学
生是愿意花钱的。

如今，每天50元还有人嫌贵
的话，学校自身应该做些反思
了，至少能够认识到问题所在，
才有可能考虑进一步的工作，比
如鞭策高校教师把课上得更有
吸引力，又比如通过学分制度改
革在教师之间建立优胜劣汰的
竞争氛围。要是“性价比”低这个
问题解决不了，那高校也就仅仅
能够算作一个收取学费提供文
凭的交易场，就真的愧对高等教
育的“高等”二字了。

高校涨价遭反对，未必因为学费“贵”

这样的“下水道神话”不讲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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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暴雨成灾，防汛抗洪成为
重要议题。在此语境之中，两则
肇端于多年之前的“下水道神
话”再度热传。

一则是关于山东青岛的。
说是，青岛城区之所以能免受
洪涝之灾，全靠一百多年前德
国人修的下水道。德国人占据
青岛十七年，没建别墅大楼，没
搞喷泉，而是专心致志地修建
了青岛的排水系统。这一高效
的排水系统至今运转良好。为
了方便后来人维修，富有远见
的德国人还提前预备好了金属
零部件，用油布包好，放在附近
的小仓库里。

一则是关于江西赣州的。
说是，赣州城区之所以能免受
洪涝之灾，全靠九百多年前宋
朝人修的下水道。北宋熙宁年
间，知州刘彝根据赣州街道布

局与地形特点，按照分区排水
的原则修建了城区排水系
统——— 福寿沟。拜福寿沟所赐，
在许多城市雨季内涝成灾的情
况下，同样遭受暴雨袭击的赣
州却“没有一辆汽车泡水”。

之所以称其为“神话”，是
因为其中包含了太多的想象与

“创作”成分，现实中的情形完
全不是这么回事。

关于第一则“神话”，青岛
市权威部门前些年已经辟过
谣。青岛市区现有排水系统总
长近三千公里，其中尚在奉献

“余热”的“德国造”部分长度不
足三公里，所占比例不到千分
之一。“油纸包”一说更是子虚
乌有，“德国造”下水道一般是
陶的、瓷的或水泥的，不存在金
属零件。青岛之所以能因城市
防汛而赢得美誉，主要得益于
其特殊的地形以及顺势而建的
庞大的地下排水系统，当年的

“德国造”下水道的贡献已是微
乎其微。

第二则“神话”同样经不起

推敲。赣州的福寿沟虽然至今
仍较好地发挥着设计中的排水
功能，但是，其辐射范围仅局限
于面积只有2 . 7平方公里的“宋
城”，其中人口不过十万。而作
为江西省第二大城市，赣州仅
城区常住人口就不下百万。且
不说赣州城区内涝其实并不罕
见，就算真能幸免，也不能归功
于福寿沟。附近城市洪涝成灾
而赣州却因福寿沟而“没有一
辆汽车泡水”之类的描述，完全
是一厢情愿的杜撰。

这类“神话”其实并不难识
破，但是，现实中却频频被刷
屏、屡屡被翻出，究竟为什么
呢？这个问题虽然耐人寻味，却
也不难理解。

想象往往来自现实中的无
力感。傲娇的人类虽然常常怀
着“人定胜天”的豪情战天斗
地，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
是，时至今日，城市内涝依然是
一个挥之不去的世界性难题。
别说是发展中的中国，就算是
以“城市的良心”闻名的法国、

以“防洪神器”著称的德国，这
样的事也是时常搞不定。在这
种背景下，急于解决问题的人
们极易借助想象对某些城区排
水系统过度诠释过度美化，“下
水道神话”应运而生。

当然，上述两则“下水道
神话”的真正诉求并不在此。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样看似自
说自话的“神话”其实是一种
吐槽。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有
意无意通过对个别著名城市
排水工程的神化，“巧妙”地
表达对德国人、宋代人做事
态度与城市治水理念的认同
与赞赏，对现实中存在的某
些现象表示不满与批判。

这样的吐槽策略看似巧
妙，甚至吐槽的某些观点也
无可厚非，但是，选择以“下
水道神话”作为立论的依据，
从一开始就注定只是一种缺
乏理性和建设性的粗浅的情
绪表达。这样的槽不吐也罢，
煞有介事的“下水道神话”也
别以讹传讹地讲下去了。

不怕“取消双休”，就怕拍脑袋决策

□段思平

今年5月以来，媒体陆续报
道了河北吴桥、霸州两地发文
取消公务员休假的事件。7月9
日，河北唐山出现第三起相仿
案例，唐山市丰润区委办公室、
唐山市丰润区政府办公室联合
下发了一份《关于取消“双休
日”休假的通知》，要求公务员
从7月9日到31日取消双休。（7月
10日中新网）

以红头文件取消公务员双
休，这事的确干得霸气任性。不
少网友搬出公务员法中“公务
员实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
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休假”的规
定，质疑唐山市丰润区凭什么

不遵守法律。那么，我们不禁要
问：地方政府有没有权力要求
公务员周末上班，这样做是否
涉嫌违法呢？

一方面，我们知道，公务员
也是劳动者，在正常情况下应
该享受双休；但另一方面，公务
员和其他劳动者并无不同，如
果确有必要，也必须服从加班
的安排。如果一听到加班，就心
生不满、消极懈怠，那绝不是合
格的公务员。因为公务员法还
规定，公务员要“忠于职守，勤
勉尽责，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
作出的决定和命令”。

问题的关键在于，丰润区
的“取消双休”属于有补偿的加
班，还是剥夺休假权。按照法律
规定，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
的，应当给予相应的补休。如果
地方政府只是简单粗暴地让公

务员周末上班，而没有补休等
补偿性安排，那么就属于违法。
因此关于后续补休等安排，当
地政府应该尽快明确，在此基
础上，要求短期取消双休，这属
于一级机关单位的正常权力。

还有一点需要明确，公务
员周末上班能取得什么样的效
果？据丰润区方面介绍，要求加
班是因为当地正在开展为期一
个月的“城区环境综合整治攻
坚战”，向唐山抗震四十周年献
礼。让环境变得更美好，这当然
很重要；时间紧、任务重、要加
班，也无可厚非，但让人担忧的
是，这种“攻坚战”沦为一阵风
似的短期行为，风头一过，一切
又恢复到原状。要知道，连轴转
工作，不是一个可以长期保持
的状态。

因此，当地政府一方面要

用合理补偿争取当地公务员的
理解，另一方面，更需要在整治
环境与保障休息权之间找到一
个科学的平衡点。当然，更重要
的一点是，既然属于政府决策，
无论对内的工作安排，还是对
外的管理规划，都要做到科学
民主，毕竟每一项公开的决策
都是以政府公信力背书的，如
果“一拍脑袋计上心来”，最终
的结果很可能是执行不下去，
或者执行了效果也不好，公信
力难免受损。

丰润区的实践最终也证明
了这一点，在“取消双休”的通
知被曝光后，引起了强烈的舆
论反应，当地只能连夜撤销通
知，把严肃的决策变成了一场
闹剧。

在教育方面舍得给孩子花
钱的家庭，为什么还是对高校
学费涨价反对声一片，他们中
的大多数并非无力承受每年一
两千元的涨幅，而是有别的原
因。家庭能够接受高价辅导班，
是觉得“物有所值”，而高校并
没有提供“足值”的服务，甚至
在一些人眼里，大学课程的价
值远不如专项的技能培训。

近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互
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付
费搜索属于互联网广告。办法规
定，互联网广告应当具有可识别
性，显著标明“广告”，使消费者
能够辨明其为广告，并特别规定
付费搜索广告应当与自然搜索
结果明显区分。

这部暂行办法，可谓千呼万
唤始出来。以百度推广为标志性
产品的付费搜索广告，在国内至
少已有十年以上历史，但一直游
离在监管范畴之外。这既给广告
主及广告经营者、发布者很大操
作空间，影响用户正常使用互联
网，也给各种欺诈性、虚假性、夸
大性广告制造了有利机会。

发生于今年5月的“魏则西
事件”，再度暴露付费搜索监管
缺位之弊，引起公众强烈诟病。
可以说，日前发布的互联网信
息搜索服务管理规定以及这部
暂行办法，就是受“魏则西事
件”影响，相关部门顺应互联网
广告发展、针对付费搜索定位
不明等问题而制定的管理办
法。明确付费搜索就是广告后，
也就将其纳入相关法规规范管
理的范畴。

不过，付费搜索只是互联网
广告的其中一种形式，从这个角
度看，暂行办法仍有不足之处。
其对互联网广告的定义倒是比
较全面，但在具体罗列互联网广
告包括的形式时，还是不够详
尽，没有及时跟进互联网广告的
最新发展变化。比如一些商业性
推广文章（俗称“软文”），已经

“进化”到直接把推广文字插入
正文内。此外，网上层出不穷的
事件营销、整合营销，也对互联
网广告监管提出了挑战。

健全法律法规、规范管理互
联网广告，其中关键，不仅在于
及时明确互联网广告表现形式，
还在于互联网广告监管要有创
新手段。此前，付费搜索在暴露
法规缺位的同时，也明确指向了
企业责任缺失、不作为，所以，既
要用法律手段让企业不敢“作
恶”，也要通过加强行业自我管
理，让企业主动“不作恶”。（摘自

《钱江晚报》，作者魏英杰）

监管互联网广告

付费搜索只是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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