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自主招生对农村学生不公平时事乱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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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京报报道，清华招办主任于涵

说，今年通过清华初审考生中，约1/4学生

来自于县级或县级以下中学，覆盖了全国

800余个县级行政区域。

据媒体报道，去年 11 月，复旦大学校

长杨玉良在厦门坦言，自主招生对农村学

生不公平。杨玉良问，有多少人能有钱长

途跋涉到学校参加考试？

报考一所学校起码要 3 天，家长陪着

去外地城市，食宿少则上千元，多则几千

元，这笔开支是个不小的负担。

除了高成本，五花八门的考试内容也

成了农村娃通过自主招生的“绊脚石”。

2010 年的高校自主招生中，“偷菜”、“网

瘾”等年度热门话题都进入了试题，农村考

生的知识面受到考验。

湖南师大数据统计，2010年获得自主

招生资格的学生，农村学生不足10%。

购物卡中有猫腻
农历兔年春节即将到来，消费购物已

成风潮，而购物卡似乎成为置办年货不可

或缺的社会时尚。如今购物卡之火，以至

于有人将广告台词“今年过节不送礼，送礼

只送脑白金”改为“今年过节不送礼，送礼

只送购物卡”。

据业内人士透露,由于购物卡使用和

携带方便，在一些大型商场和超市，购物卡

带来的销售额已经占据了全年销售总额的

1/5左右。尤其是逢年过节，购物卡、代金

券的办理异常火爆。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小小的一张购物

卡，其中的猫腻也特别多。比如说，它在方

便人们购物消费的同时，也容易成为腐败

的“通行证”。由于购物卡助长了腐败风

气、容易产生偷税现象，国务院纠风办公室

早在1998年12月就明文规定“禁止印刷、

发售、购买和使用各种代金购物卡”。《中华

人民共和国银行法》也明文规定，任何单位

与个人不得发行任何形式的代金购物券。

尽管国家有关部门早就有此明文规定，但

在商场、超市，持卡购物者还是络绎不绝。

另外，目前还发现一种“缺斤短两”新

现象，即购物卡内充值的金额缩水、甚至变

为空卡，这无疑给购物卡消费带来恐慌甚

至是诚信危机。我有一个朋友，单位过节

发了几百元购物卡，起初也未在意，及至过

一段时间去超市购物时，才发现卡中金额

缩水，几百元变成了几十元，欲哭无泪。如

问哪个环节出了差错，被人做了手脚，不得

而知。因为从外表看，购物卡消费没有什

么记号，最后只有自认倒霉。

有专家认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相关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

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

要求”等。超市购物卡内余额丢失现象，责

任在超市方，企业应当承担相关责任。不

过，一旦扯起皮来，是超市发卡人？是本单

位财会人员？还是中间流转环节？究竟

“黑手”是谁,恐怕颇费周折。因此，使用购

物卡也需小心，最好每张都去查个清楚弄

个明白，“验明正身”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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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国企沦为近亲繁殖的肥沃土壤
蒋孟龙

新华社“新华视

点”专栏 1 月 6 日播

发《“最牛烟草局长”

疑局三问》引起强烈

的社会关注后，记者在进一步的调查后再

次发现，汕尾市烟草专卖局这位姓陈的烟

草局长利用权力无视国企职责与社会公

德，采取打压辞退病残职工的手段，将20

多名有亲戚关系的人员调入本系统工作，

并且一步步地安排他们把持了财务、营

销、仓库和监察等核心业务岗位，将该局

经营得固若金汤有如铁桶一般。（新华网）

我国的垄断国企一直被民众所指责

与诟病，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是垄断国企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

的特殊身份。因其独家经营自我裁判而

将民营资本挤压得失去了生存的发展空

间，所以在权力支撑下垄断国企虽然表面

上呈现财雄势大无与伦比，其实它们一直

只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呈现病态的发展壮

大；如果揭去它们权力光环的外衣，其核

心竞争力到底能够有多大，这就是导致全

体国民十分疑虑和忧心不安的根本因素。

二是垄断国企介于事业单位与国有

企业之间的特殊地位，使得垄断国企的官

员与职工在权力与权益的分配方面，享有

着特殊的优势。垄断国企管理人员因其

个个财大气粗目中无人，直接导致他们在

角色上的严重错位，错误地将他们只是国

家财产的代管者的身份当成了国家财产

的拥有者；部分素质不高自律不严的垄断

国企的领导人员甚至将自己治下的垄断

国企当成了自家的提款机与摇钱树，利用

国家资金在国内花天酒地、在海外胡乱投

资、在赌场一掷千金，出入国境有如小孩

子搬家家，来去随意，不受制约。

三是权力自肥与近亲繁殖的结合日

趋紧密。垄断国企的固有身份因其利益

取向的调整，在一步步蜕化与变质，他们

应该坚守的社会公德与社会责任的底线

距离全体国民渐行渐远。权力自肥与近

亲繁殖现象在垄断国企比比皆是已是不

争的事实，我们一方面十分愤怒地批评指

责这种社会不公平的丑恶现象，却因为无

力改变这种社会现状，我们又不得不费尽

心机想尽千变万化去迎合去投机去钻营，

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上苍垂怜使我

们得以成为千万垄断国企职工中的一员，

与他们一样有钱一样潇洒。

“最牛烟草局长”陈文铸就是权力

自肥、近亲繁殖的恶劣典型，作为垄断国

企管理者，他做得太露骨太显眼，以致犯

了众怒，打破了垄断企业“有肉大家吃，

有酒大家喝，有钱大家分”的潜规则，损

害了其他成员的利益，最终东窗事发，招

来横祸。

话又说过来，你陈大局长胆子也实在

太大了点，虽然说是举贤不避亲，你也不

应该把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全部弄过来安

插在要害岗位上吧？这近亲繁殖是不是

繁殖得太厉害了？纵然近亲繁殖不是你

的错，但是你将你年幼的小舅子们统统安

插到敏感岗位上让他们一起坐火箭获得

提拔就肯定是你的错了，难道你的小舅子

们人人都是世之良才与国之栋梁？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出来混，

总是要还的。最牛局长既然被曝光了，必

须受到法律的严惩那是肯定的。然而站

在局外，目睹垄断国企管理者的这种近乎

疯狂的近亲繁殖与挥霍民脂民膏而完全

不受监督，是否能够给我们高层的决策者

们带去一些理性的思考？

照奸回之心，绝险波之路
——姚崇“五诫”启示录之四 唐 人

品读Ppindu
中国古代官府大堂上都挂着“明镜高

悬”的匾额。所谓“秦楼明镜，鉴有余晖”，

一是告诫官员们不可有奸邪险诈之心，要

光明磊落，公正廉洁；二是提醒官员们明察

秋毫，谨慎施为，注意“刑不可滥，政不可

贼”；与此同时，也就把民之父母的官员们

自身放在了群众的公开监督之下，一言一

行一举一动都逃不过老百姓的眼睛。

我们现在的官府厅堂和办公室里，大

概不会再挂“明镜高悬”的匾额了。可是镜

子的作用却不应被忽视。诚如姚崇《执镜

诫》所说，你把镜子作为座右铭，经常照照

自己，那就可以时刻省视自己的内心世界，

杜绝邪谄不正的念头。镜子光明正大，包

罗万象，既不隐恶，又能扬善。拿在手里，

使你心明眼亮；用以辨别是非，考察官吏，

使你正直无私，秉公办事。所以老先生谆

谆告诫那些在位者，要乐此不疲，经常照照

镜子；明镜在心，便可以勤政廉政，为老百

姓树立好的榜样。

当然，镜子既使人爱，又使人怕。“凡今

之人，鲜务为德，纷纶谄媚，汩没正直”；现

在还有多少人能像古圣先贤那样致力于修

德养性呢？那些已经落马和必将落马的专

以害剥为务的高官们，他们会自觉拿起镜

子真诚观照自己的丑恶面目吗？那些已经

被挖出和必然被挖出的专以贪腐为能事的

蛀虫们，他们敢在镜子面前公开亮出自己

的阴暗心灵吗？然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

剂，公开是对权力最好的监督；反对腐败、

加强廉政建设是党和国家的既定方针，历

史的车轮是不会停止前进的。

世上没有后悔药，风物长宜放眼量。

真诚为国为民、不愿汩没正直的公仆们，

牢记执镜之诫“照奸回之心，绝险波之

路”，清清白白做人，堂堂正正做官，千万

不要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不要辱没列祖

列宗啊！

（作者为省城某文化报原总编辑）

馒头限购令
牵动的是物价神经

刘乃康

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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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媒大学膳食服务中心近日规

定，每人每餐限购鸡蛋 2 枚，馒头 5 个。

有学生认为，依照一般食量，该规定对用

餐影响不大，但限购令人费解。该校膳

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解释，近期物价上

涨迅猛，鸡蛋和馒头等都在亏本销售，且

有校外人员到食堂购买较多数量鸡蛋。

（1月15日《新京报》）

中国传媒大学此举，从保护学生利

益及维持学校食堂的正常运转出发，实

属无奈也无可厚非。但日子不可长算，

如果物价上涨的趋势和幅度不能在全社

会的范围内得到有效地遏制，那么这种

由价格倒挂和由“限购”构成的保障，也

会由于天长日久不堪其负而不能久远。

“大河没水小河干”、“覆巢之下无完卵”

说的都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自2010年以来，一轮又一轮涨价潮

来势汹汹，让百姓既无可奈何又无所适

从。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能不花的就不

花，省一个是一个。但事关吃饭，总不能

把嘴吊起来，于是，就只能从牙缝里节

约，让肚子受点委屈。当然，就目前来

讲，绝大多数人的温饱并没有问题。但

谁不想吃点好的又能少花点钱呢。

这似乎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些大

学食堂周边，总有一些去“蹭饭”的人。

实在不是这些人非要起哄架秧子凑热

闹，而是各自的经济能力使他们不得不

硬起自己的头皮。让人欣慰的是，传媒

大学有关馒头的“限购令”，对学生的正

常用餐和营养摄入并没有产生什么影

响。相反，还让很多去晚了而买不到鸡

蛋的同学免去了担心。但我担心的倒是

媒体报道的那些附近工地的工人们日后

怎么办——据媒体报道，他们有时候买

馒头二十、三十个地买，买鸡蛋也常是一

买几十个。这些人显然是游离于某些政

策的照顾之外，那么限购令对他们而言

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