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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feichangdaoF

公务员理应与微博社会共同成长

星 雨

考题：写微博；满

分：10分；文字生动有

创意、能吸引眼球 8 分

以上；平铺直叙，没有

吆喝效果 5 分以下；超

过 144 字要扣分……近日，浙江省台州

市委办公室主任陈永渊在微博里透露，

天台县副科级领导干部竞争性选拔考试

中，试题首现微博考题。参考的 300 多

人中，有 60%的年轻干部不知道微博字

数不能超过 140 字，有 3 人交白卷。（7月

24日《南方日报》）

在领导干部选拔中，写微博竟然也

成了考题，这确实颇为新鲜。不过，这也

绝非偶然。事实上，早在今年6月，广东

省21个地级以上市党政官员，也曾参加

了计算机和网络应用技能考核。有评论

指出，从考察“用 QQ，用微博”的技能，

到将能否写好微博作为判断官员水平的

标准之一，又是一个进步。是的，在这样

的一个网络时代，政府官员若是对网络

一无所知，也不知道微博为何物，恐怕很

难跟上社会发展的脚步。

事实上，会上网、会用网，也是党和

政府对各级官员的一贯要求。去年 8

月，中办国办发出《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

强政务服务的意见》，提出要抓好重大突

发事件和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的公开，客

观公布事件进展、政府举措、公众防范措

施和调查处理结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在这个微博社会，

政府无疑要适应网络时代的需要，借助

网络与微博，提高信息传递速度与效率，

以“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是的，公务员们应与微博社会共同

成长。在网络时代，公民意识在成长，官

员的为官理念也需要与时俱进。顺潮流

而行，官员会受到民众的爱戴；逆潮流而

为，官员则会受到网民的唾弃。勤政爱

民的官员美德会被网络及时反映；不作

为乱作为的官场行为则会在网络中无限

放大。

对于各级政府的努力，我们还是应

该要给予掌声，虽然他们的努力与社会

需要，或许仍有差距。

“人生需要减压，只要大家开

心我愿意做出气筒。”

——一位名叫谢水平的男

子，自称“中国挨打王”，想通过挨

打的方式，让市民发泄压力。

“十几万对于我来说不过是

小事。你让我的手下拿给我就行

了。”

——南宁市精通酒店的一位

保洁员捡到了15万元现金和一

个黑色钱夹。前来领取的人却是

失主的下属。

刘义昆

撤点并校：
风物长宜放眼量

厦大设“爬树课”并非不务正业
熊志

钱兆成

在厦门大学上学的学生注意啦，新学

期你就得学习怎么爬树，因为学校开设爬

树课了。（7月24日厦门商报）

大学里教学生爬树看起来确实不伦不

类。且不说厦门大学是否有那么多足够粗

大的树供学生们练习攀爬，在城市里，也很

少见这么多高大的树，很可能学生们拼尽

全力学会的爬树技能日后派不上用场。也

就是说，虽然爬树可以训练人的攀爬技巧，

但城市生活却需要更适合学生们在水泥森

林中的生存技巧。

虽然爬树课这种形式容易引起争议，

但是在天灾人祸频繁发生但公众个人自救

能力低下的大背景下，通过爬树训练学生

的攀爬等逃生技能，让学生在以后遇险时

可以紧急避险，其传达出来的理念值得其

他大学反思。除了爬树，还可以因地制宜

设置这一类的实践课程：靠山的就让学生

学习爬山，靠水的就让学生学习游泳……

也许某一天，我们遇上暴雨、泥石流等

灾难，一个像攀爬这样的生存技能就能救

我们一命。也许有一天，大学里面教给我

们的生存技能，可以帮助我们在社会当中

摸爬滚打。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生上学就

是为了学“爬树”，就是为了学习这些在社

会生活中生存的基本技能。

根据教育部23日公布的《规范农村义

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征求意见

稿)，我国将通过专项规划和督察，着力解

决学校撤并带来的路途变远、交通隐患、班

额过大等突出问题。（7月24日《新京报》）

针对撤点并校，北师大教授袁桂林曾

在一次讨论会上提出：“农村中小学布局

调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教育的资源

问题，没有使农村教育资源获得很大的增

值”。的确，一方面，农村教育资源没有增

加，布局调整是农村之间的调整，没有涉

及城市，没有引起城乡资源的互动。另一

方面，从文化角度讲，费孝通曾说，“极端

的乡土社会是老子所理想的社会，‘鸡犬

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但个人不常抛

井离乡，而且每个人住的地方常是他的父

母之邦。‘生于斯，死于斯’的结果必是世

代的黏着。这种极端的乡土社会固然不

常实现，但是我们的确有历世不移的企图

……”过度撤点并校有生拉硬拽的嫌疑，

打破了乡土中国的美好宁静。

笔者以为应着眼长远看待教育功能，

在这方面，我们应注意吸取国外的经验与

教训。如美国，在 19 世纪末也曾在大部

分农村地区展开学校整合运动，到 20 世

纪60年代，学校合并运动逐渐衰退，原因

就是他们发现整合并非是解决农村教育

问题的唯一途径。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小

规模家庭希望保持小规模学校，以便为当

地儿童提供最基本的教育机会。此外，较

小的学校对农村的学生更有益，它会增强

他们的归属感，降低辍学率。这样才能达

到文化和经济的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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