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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接送孩子社会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官员踩红地毯
头脑缺辩证法

学会走路

评论

时事
乱炖

19 日，有网友

在微博上称，郑州

一个人工湖蓄水

仪式上，红地毯铺

到了河中心，只为

迎接领导短暂的

视察，而根据配图

可见，供领导所走

的红毯延绵近百

米。网友们估算

了红毯价格后，纷

纷留言谴责政府

为了面子工程而

浪 费 纳 税 人 的

钱 。（10 月 21 日

《今日早报》）

时评

微评论

事实上，每

到 下 午 放 学 时

间，全国各地小

学门口，便会上

演“中国式接孩

子 ”。（10 月 20

日《扬子晚报》）

非常
道

交通违规的乱象花样百出，积疾深重。窃以为

究其原因不外乎三：一是不懂交通法规，不要说刚从

乡下进城的人，就是长期生活在城市的人也很少将

交规说得齐的，不少人似懂非懂，实则茫然。国人不

知从何时起对具有普世意义的法规常常掉以轻心，

缺少学习的兴趣，更遑论“认真”二字。二是以自我

为中心，只图自己省事省力，不考虑自己的率性将对

他人造成何种麻烦，将对交通全局造成何等影响，也

不考虑对自己造成何种伤害（甚至搭进生命）。一切

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为上，已经成为一种顽疾，由此

生出种种社会病。三是缺乏对法规、制度的敬畏之

心。不去学习其实也是缺乏敬畏心的一种表现。而

懂了交规，或者在是与非一目了然的情况下仍然违

规，更是对制度缺乏敬畏之心的表现，于是发生了诸

如任意闯红灯、任意攀爬隔离带、任意逆向行驶、偏

偏不走前面不远的斑马线而任意在车流中穿行、非

机动车在机动车道狂奔而机动车驶向人行道等种种

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看来交通违规不仅是影响交通秩序的问题，而

是折射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如上文

所说，对制度缺乏敬畏、以自我为中心等群体性精神

疾患。其直接的代价是许多生命在车轮下消失或致

残，而更深会影响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做事是否严

谨、规范。实在不可等闲视之。现在一些地方意识

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出台了种种整治的

措施，那是十分必要的。

“外界的质疑很正常，但我确实完成了学业，硕

士论文题目是《羽毛球世界战略论》，这个话题我还

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中国奥运冠军林丹日前“好不容易”拿到华侨

大学的硕士文凭，却引来外界的拍砖与质疑。林丹

20日在南京向媒体回应称。

“比较妥当的说法是每一天消失80至100个村落。”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

骥才表示，中国每天消失村落速度之快令人咂舌。

他援引官方公布的数字说，过去十年，中国总共消

失了90万个自然村；这些消失的村落中有多少具有

文化保护价值的传统村落，则无人知晓。

钱兆成

“研究生就业率低于
本科生”之说值得怀疑

柯锐

记者日前从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

中心获悉，该中心刚刚完成的“中国研究

生教育与学科专业评价”课题显示，目前

我国有 30 多所高校每年研究生的招生计

划和在校生规模都在不断扩大，部分已超

过本科生。2009 年至 2011 年，硕士生的就

业率甚至连续三年低于本科生。（10月21

日《武汉晚报》）

对“就业率”所谓统计数据的公信度，

我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在当前

“就业率”成为高校之间竞争生源的重要

“武器”，“就业率”数据系由各校自行统计

的语境下，单一的就业率统计数据，本身

充满功利色彩，恐难以反映毕业生真实就

业情况。媒体不时有报道，一些高校的本

专科毕业生本来就业情况极不理想，但为

了“就业率”数据好看，就要求学生拿毕业

证时必须先向学校上交有用人单位盖章

接收的就业协议书，至于学生是通过何种

手段取得用人单位的签章、是否真的被用

人单位接收则并不较真。应该说，这种

“就业率”注水的问题可能在研究生中也

会出现，但显然，这种情况更主要还是出

现在本专科毕业生中，尤其是一些就业不

理想的非重点院校和冷门专业中。

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当前研究生教育

体制确存不少弊病。例如，在教育资源并

未获得同步增多的情形时大量扩招，难免

会使得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下滑；一度在人

才培养目标上过于偏重于理论型人才，而

忽视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导致人才培养

与市场需求脱节，部分研究生眼高手低，进

入社会后“水土不服”。近年来，在考研中

新设置的专业型研究生应该就是一种纠

正；在培养方式上，以论文、证书的量化考

核方式、部分高校“放羊”般的导师制，也遭

到诟病。这些，都是研究生教育中值得反

思和亟待改革的。

乔国良

张玉臻

继“中国式过马路”之后，“中国式接孩子”又成

网络热门话题。昨天，南京华侨路茶坊将这一话题

置顶到首页，立即引来众多网友的跟帖热议。而类

似的话题，在全国各地的论坛中，也都吸引了众多

家长吐糟。

在记者配有 2 张照片的报道中，我们看到在南

京鼓楼区第一中心小学门口附近马路上满是接送

孩子的家长，其间各种交通工具都有，自行车、三轮

车、电动自行车、小车，大人、学生混迹其间，俨然一

个大市场，把一条宽阔马路塞得满满当当的，人流

和车流散向各个方向，毫无秩序可言，给城市造成

了很大的拥堵，让路人苦不堪言。

在学生上学和放学期间，由于家长们的接送而

造成的城市拥堵现象，在国外很少有这种现象发

生，是名副其实的具有中国特色。在我国，不管是

大都市还是在地方小县城，大都存在。这些情况主

要发生在小学和幼儿园这些较小年龄段里，特别是

最近10多年里，现在似乎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如

果说中国式过马路，只是一种遵守交通规则的个人

行为方式，那么“中国式接孩子”相比于“中国式过

马路”，其原因要深刻和复杂得多。

中国式的接送孩子，揭示的更多的可能是社会问

题。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祖国的希望。为了千千万

万个孩子的健康成长，让孩子们有一个良好的成长环

境，努力培养孩子的自立自强精神，这牵涉到我们的千

家万户，也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一项实实在

在的民生工程，理应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

控制房地产利润
不能成为空中楼阁

徐娟

近日，陕西省住建厅和省物价局联合下

发通知，要求各地分区域测算住房项目成

本、公布区域住房销售价格区间，控制房地

产利润在 10%左右。超出价格区间的商品

房将无法在价格主管部门备案，也无法取得

预售证。（10月21日《西安日报》）

现在的问题是，要将房地产利润控制在

10%左右，首要的前提是向社会公开房地产

开发的真实成本。2006年，广东省人大代表

朱列玉就向有关部门提出公开房地产开发

成本、遏制房价过快增长的建议，但被拒

绝。理由很“简单”：公开商品房成本，容易

造成对企业商业秘密的侵犯和对公平竞争

环境的影响。从那以后，尽管类似呼声不绝

于耳，但收效甚微，至今也没有看到那家房

地产企业自曝开发成本。

开发商不愿公布成本的背后是不敢公

布。那么，公布了房地产开发成本又会造成

怎样的情形？

由此可见，陕西省要实现将房地产利润

控制在 10%左右的目标，让房地产“隐性成

本”无处遁形，实实在在地公布房地产的开

发成本是第一步，也是关键重要的一步。我

们希望这一天到来得快些、再快些。

王恒/图

一块红颜色的布匹，被做成了延绵近百米的红

色地毯，就有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功效，就给足了当事

官员的面子？地毯还是由布匹制成，它不会因为被

某些官员的脚丫子踩过就身价倍增，不过踩在地毯

上的官员则获得了某种莫名的满足感，人心是个很

奇妙的东西。

其实一块红色地毯并不是什么大事，国人本身

就崇尚红色，红色代表了喜庆、高贵。不过正如一枚

硬币有着两面，红色不光表示喜庆，红色的波长最

长，穿透力强，人们可以远远地看到红光，因而红色

也常常用作预警，红绿灯上的红色预警灯就是一例。

舆论沸腾之后，郑州市政府新闻办出面致歉，宣

称铺设红地毯的是一家广告公司，政府有关方面“作

风不实、审查不严”等等。应该说当事政府有则改之

的作风值得肯定。然而，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道歉

是必然选择，不过，解释却差强人意。

虽然广告公司赞助说可以站得住脚，但应该指

出的是，如果当事的官员们对广告公司的这项赞助

提出异议，表示每一项支出都应该纳入审计范畴，收

到的每一笔大额赞助也需要进行审核，恐怕也没有

哪个不识抬举的商家会自讨没趣。

孤立地看，商家的赞助行为与工程并没有任何

关系，纯粹出于自愿。但联系地看，精明的商家并不

会做赔本买卖。这种看似自愿行为，很有可能存在

某种利益上的交换，为了杜绝这种可能的利益交换，

严格的审计是必不可少的。

说到底红地毯的大行其道，还是与一些官员爱

面子、讲排场的虚荣心有关，而汹涌的民意正是对这

种虚荣心的最好回应。由此，某些官员在踩上红地

毯的那一刻最好从正反两面想一想：红色在满足自

己虚荣心之时，也刺伤了纳税人的心，更应该多想想

红色的预警作用，多提醒自己少铺张，别浪费，一块

地毯看似华贵，却将自身与厚重的大地隔开，接地气

三字又何从谈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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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大近

日作出进一步规范

交通秩序，加大对违

规者惩罚力度的规

定。央视“焦点访

谈”栏目近日展示种

种交通违规现状，大

声呼吁：要规范交通

秩序，这都在提醒我

们：学会走路，即按

交通规则走路，在当

下是一个不可小觑

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