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霾至，各地都有动作。20
日，北京、天津以及我省的菏
泽、德州、滨州等地，中小学临
时停课。济南的情况比较特
殊，由于重污染天气期间教学
活动的调整权交给了学校，有
的学校19日晚紧急通知次日停
课，有的20日宣布下午停课，也
有的全天上课。一比较，“伤
害”就来了，不停课的学校难
免会被批评为“不人性”。

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学
校领导其实也有苦衷。虽说权
力下放，行动起来却没那么容
易，按照“不停学”的要求，停
课对日常教学活动的安排影
响很大，当然要谨慎行事。针
对是否停课，学校之间总是会
相互观望。这有点像“囚徒困
境”，是停课权下放带来的副
作用，以前由教育部门发文，

统一决定是停课还是上课，反
倒没这么麻烦。

停课权下放原本是为了
更好地保护学生，结果却造成
这样的麻烦。按照最初的设
计，《济南市空气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将预警由低到高
分为黄、橙、红三级（2016年10
月调整为四级），分别对应不
同的应急响应级别。红色预
警启动I级响应，中小学、幼儿
园“应当临时停课”，橙、黄预
警（Ⅱ、Ⅲ级响应）则要求减
少户外活动。停课权下放就
等于增加了弹性，未达到红色
预警级别，也可以灵活使用停
课这一招。

眼下，不同的学校各自为
政，有的停课，有的不停，家长
也有怨言，如此现象足以证明
停课权不宜下放。放权多是为

了因地制宜，但对于一座城市
而言，城东和城西的学校是被
同一片雾霾笼罩，停课与否显
然应该由教育部门统一安排。
在恶劣天气来袭的时候，教
育部门就应该承担起保护学
生的责任。让孩子们少吸点
霾，是教育主管部门力所能
及的事，也是不容推脱的分内
事。

收回停课权，没有了学校
这一层缓冲，教育主管部门要
直接面对家长和学生的期待，
最大的考验就是，是否具有突
破整体预警级别、作出停课决
策的魄力。其实这里面就隐含
着一个问题，让教育部门如此
为难的预警门槛，是否有必要
做些调整；教育领域应对雾霾
的举措，是否有必要跟生产、
交通捆绑在一起；是否非要等

机动车限行、施工作业停止、
企业减排50%的时候，才能够
使出停课这一招？当初的停课
权下放就隐含了“降低停课门
槛”的考虑，要想彻底解决该
停不停的问题，还是得从“门
槛”上做些文章。

整体性的气质改善，短期
内很难实现，这很无奈，却是
现实。眼下，能做的要尽可能
地做，能保护的要尽可能地保
护，既然停课有助于减少重污
染对孩子健康的损害，那就应
该让停课来得更及时些。20日
下午，在预警级别仍然是橙色
时，济南市终于下达“停课
令”，结束了各区、各校各自为
政的状态。这个应急的举措显
得有些迟了，期待有关部门能
更有效地应对逐渐常态化的
雾霾天气。

放权多是为了因地制宜，
但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城东和
城西的学校是被同一片雾霾笼
罩，停课与否显然应该由教育
部门统一安排。在恶劣天气来
袭的时候，教育部门就应该承
担起保护学生的责任。

振兴实业，是中国目标也是世界潮流

葛大家谈

“买书加分”让师道尊严碎了一地

葛公民论坛

缓解住房供需矛盾

城市要舍得“割让”

无论是特大城市的高房
价，还是三四线城市的高库
存，背后反映的都是住房供需
矛盾。近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提出“特大城市要加快
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
中小城市发展”，这是缓解住
房供需矛盾的有力之举。

市场分化是当前房地产
市场的特征。表面上看，是库
存多少不一、房价高低不同，
背后却是城市发展资源的不
均衡。特大城市因地理位置、
产业结构、教育环境以及公共
资源的优越性对外地居民具
有强烈吸引力，人口净流入量
长期处于高位，巨大的“虹吸
效应”使特大城市住房供需矛
盾尤为突出。

以今年房地产市场去库
存的情况为例，市场机构研究
发现，有相关产业依托和靠近
一线城市的多数城市对人口
有一定的吸引力，房地产市场
需求旺盛，如东莞、惠州、昆山和
廊坊等三四线城市的库存去化
周期已在15个月以内；而一些产
业和公共资源较为匮乏、就业机
会较少的三四线城市，人口正在
加速流出，有的库存消化周期还
在22个月以上。一线城市“涨价
微库存”，二线核心城市“涨价降
库存”，三四线城市“平价高库
存”，也验证了城市公共资源不
同带来的房地产市场差异。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提出“特大城市要加快疏解部
分城市功能，带动周边中小城市
发展”，与此同时，中央还要求

“提高三四线城市教育、医疗等
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对农业转移
人口的吸引力”。凡此种种，可谓
针对房地产市场存在的区域性、
结构性问题，精准发力。

政策方向已然明确，重在
落实。对特大城市而言，要主动
作为。科学制定城市规划，合理
设置城市功能，加快产业转移、
舍得“割让”部分功能和公共资
源给中小城市，并倾心在当地培
育使之“落地生根”。作为中小城
市，亦应提供良好的教育、工作
以及医疗卫生资源，实现“引凤
筑巢”的目标。惟有如此，才能
有效解决各自的住房供需矛
盾，让群众实现安居乐业。（据
新华社电，作者郑钧天）

□晏扬

眼看期末考试将至，四川
宜宾学院选修申论课的同学
陷入纠结之中。主讲申论的老
师郭五林前不久在微信群里
发布通知，称凡购买其编写的
申论教材的学生，每买一本书
平时成绩加5分，每人最多可
以加20分。此举引发部分学生
质疑和不满。事情曝光后，郭
五林称加分决定已经取消；宜
宾学院则表示已对郭五林进
行严肃批评，并将进一步调查
和处理。（12月20日《新京报》）

我曾做过十几年大学教
师，尽管如今很多大学教师早
已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甚至不是“辛勤的园丁”，但在
社会评价中，大学教师毕竟是

一个体面的职业，作为教书育
人者，总归还会讲求一点师道
尊严，顾及一些斯文和脸面。
而郭五林的所作所为，则完全
将斯文和脸面抛诸脑后，为了
卖自己的几本破书，居然将考
试分数作为筹码，逼迫学生就
范，这种“吃相”实在太难看，
让师道尊严碎了一地。

显然，郭五林这样做的目
的就是卖书，而且是变相的强
买强卖。除了学生每买一本书
可加5分的“威逼利诱”，还有
一个明证——— 他所教的申论
期末考试，内容均围绕他编撰
的这本书展开：一是为这本书
写一则200字的介绍，二是为
这本书写一份销售方案，三是
就如何学习这本书写一篇议
论文。这样的考题堪称奇葩，
不考申论本身，而是考怎样卖
书，学生选修的本来是申论课
程，却变成了郭五林这本书的

营销课程。无疑，郭五林是存
心用这样的考题逼迫学生买
书，他丝毫不在意学生的申论
学得如何，而只关心他的书能
卖出去多少。

这也是利用职务之便以
权谋私，即利用大学教师手中
的授课权、考试权、打分权推
销自己的书籍，谋取不正当利
益。学生每买一本书可加5分，
就是将手中的打分权变现，具
体价码是 5分 3 0元（该书售
价）、20分120元。郭五林将申
论课程变成这本书的营销课
程，同样是利用教师职务之便
以权谋私，即将手中的授课权、
考试权赤裸裸地变现，为了谋
利不惜将师道尊严踩在脚下。

令人意外的是，事情曝光
后，郭五林居然好意思说，“教
书是一场盛大的暗恋，你费尽
心思去爱一群人，最后却只感
动了自己。真是学生虐我千百

遍，我待学生如初恋……”莫
非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是为学
生好？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谋取
私利，莫非是正常而合理的事
情？可能的解释是：这样的事
情做多了、做久了，便逐渐积
非成是，习惯成自然。

当教师可以出卖打分权，
当学生可以花钱买分数，这样
的教育无疑是可怕的，这样的
教师在学生心目中也毫无尊
严可言。如今大学教师的待遇
并不低，像郭五林这样四处讲
课挣外快的教师，收入更是相
当可观。人们不苛求教师安守
清贫、只讲奉献，但无论清贫
还是富有，起码的师道尊严应
该有，教师的斯文和脸面不能
丢，以权谋私的事情更不能
做，这是教书育人者的本分和
应有的节操。

葛媒体视点

■投稿信箱：qilupinglun@sina.com

2016年12月21日 星期三

编辑：娄士强 组版：刘淼A02 评论

评论员观察

雾霾停课没必要搞权力下放

□周俊生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为即将到来的2017年
我国经济发展定下了主基调，
相比去年同一时期的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今年会议提出的
一些目标在措词上出现了一
些变化。从这些变化中，我们
可以捕捉到中央对经济全局
的把握和明年经济管理、调控
的一些着力点。会议明确提
出，要通过创新、质量、品牌、
中小微企业等多方面“着力振
兴实体经济”。会议公报对此
作了详细阐述，表明中央已经
把振兴实体经济作为明年经
济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并将
其作为推动经济转型、实现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的一个重点
来推进。

实体经济，是相对于金融
业等虚拟经济来说的，主要是
指工业制造业。我国是一个制
造业强国，即使是在计划经济
时期，我国的工业制造业也有
很大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

要支撑。改革开放以后，随着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银行业
实现了市场化，资本市场等的
发展异常迅猛，特别是资本市
场，仅仅用20多年的时间就基
本追赶上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用几百年时间积累起来的
规模。虚拟经济的发展为实体
经济创造了较好的条件，特别
是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帮助国
企解困和做大做强、推动民营
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工具。

但是，虚拟经济在发展过
程中也出现了一定的偏向，一
些地方热衷于建立国际金融
中心、亚洲金融中心或国内某
一地区的金融中心，政策面上
忽视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以
至出现了“脱实向虚”的倾向，
导致一些地区的制造业凋敝，
甚至形成全局性的问题。曾经
集中了我国重工业优势的东
北三省成为国内各省区经济
增速垫底省份，虽然由多方面
原因促成，但也深刻地暴露了
我国制造业衰退的现实危机。

在从2008年开始的国际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脱实向
虚”曾经是世界性的现象，美
国等发达国家以华尔街称雄

世界，制造业大量迁移至发展
中国家。但是，一场危机的爆
发使美国意识到，仅有华尔街
的繁荣是支撑不起一国经济
的，甚至可能会拖累国民经
济。因此，在奥巴马执政期间，
美国采取减税等政策吸引制
造企业回到本土，特朗普在竞
选美国总统期间把提振制造
业作为其“竞选支票”赢得了
选民的拥护，在他上任后料将
有一批制造企业从各地回迁
美国。

尽管特朗普准备实施的
很多政策称不上有多么高明，
在美国本土和全世界都不乏
反对者，但其重振美国制造业
的主张和将要推出的措施还
是符合当下世界潮流的。对于
中国来说，也必须加大振兴实
体经济的力度，以此来夯实经
济增长的基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振
兴实体经济开出了很多“药
方”，都是切准了中国制造业
目前薄弱环节所做出的“对症
下药”。但是，振兴实体经济，
需要全方位的努力，就中国制
造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
来说，是企业税负过重。今年

以来，政府在减轻企业负担上
推出了很多措施，但收效不是
很明显，原因在于这些减负动
作都是“零打碎敲”，难有什么
作用。税负过重正导致一些中
国企业走出国门，最近福耀玻
璃公司董事长曹德旺就公开表
示准备投资美国，原因就在于
在美开厂的税负低于中国。

未来的国际市场竞争，在
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实体投资
的竞争，各国对企业的不同税
收将成为国家在这方面的核
心竞争力。中国需要深刻地认
识到这种危机，以加快推进减
税的行动来为制造业创造更
好的营收环境，使中国的实体
经济能够在经济转型中发挥
中流砥柱的作用。

当然，振兴实体经济，并
不是从此就忽视虚拟经济，将
其置于可有可无、可强可弱的
地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并
不是对立的，没有繁荣的金融
业和资本市场，实体经济的发
展也是困难重重的，关键在于
虚拟经济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它应该是服务于实体经济而
不是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

（作者为财经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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