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禁公款买房”
与“禁止偷盗”

司机咋成了唐僧肉？

优等生为何退学换自由？
评论

时事
乱炖

近日，在国内

首个专为儿童设

计的创作分享社

区天空城儿童创

作社区里，一位名

叫冯邵一的 10 岁

男孩发表一篇申

请书称，“我申请

退学，我不想把我

的理想葬送在这

无聊的考试中”。

（11月22日《京华

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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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段 视 频 显

示，河南获嘉县交

警多次拦截货车

司机，并未开罚单

或解释原因，收钱

后放行。20 日，货

车司机王金伍在

网上发布一段长

达 7 分钟的视频，

视频共记录了获

嘉交警13次“收黑

钱 ”过 程。（11 月

22日《新京报》）

非常
道

1赫兹强力驱动，温暖只需轻松一点

与北方不同，暖气在我省的覆盖率并

不算高，空调依然是冬季制暖的首选。相

对于制冷，空调在制暖方面要求更高，这也

是衡量空调厂家技术高低的重要指标，对

此，格力依仗的只有四个字：核心科技。以

格力1赫兹变频技术为代表的格力超低频

控温、超高频速热及其它核心技术的应用，

已经让格力在制暖方面大大领先。此外，

格力1赫兹系列空调恒温、静音和舒适等

独一无二的优点，更适合有老人或小孩的

家庭使用。这个冬天有格力1赫兹，温暖

更健康。

格力电暖脚器，把爱带回家

常言道：寒从足起，足暖心暖，严寒冬日，

儿童、女性、老人足部保暖尤为重要，足寒容

易引起感冒等全身性疾病。为此，格力实验

室开出发足部保暖和御寒专用的便携保健产

品——格力电暖脚器。

格力电暖脚器配有带磁性的舒适保暖

布，暖脚器托板有足底按摩功能，无极调温

模式，新颖时尚，便于携带，适合送给家人和

朋友。格力电暖脚器功率仅为50W，以每

天晚间使用3小时计算，平均电价0.56元每

度，这样 50 瓦 *3 小时 *056 元/千瓦时=

0.084元，每天还不到1毛钱（格力各专卖店

和商场专柜有售）。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热水即开即取，随心所“浴”

众所周知，传统热水器（太阳能、电热水

器、燃气热水器等）由于安全、耗电、舒适等硬

伤无法解决，逐渐为市场所淘汰，新一代空气

能热水器逐渐成为未来市场的主流。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以空调制热为基础，

以消耗一部分电能为补偿，通过热力循环，

从周围环境的空气源中取得热量将水加热，

其能效比比传统的电热水器高出 3 倍以

上, 是一种新型的高效、节能、环保的热水

器产品。格力空气能热水器，水电分离，水

温恒定，即开即取，随心所“浴”。即日起到

12月 17日，买格力指定型号热水器，可加

送指定型号空调1台。

格力免费维修月，送给老用户贴心般的温暖

很难想象，在严寒的冬日，空调无法正常

使用是多么令人难受的事情。格力空调严把

质量关，让每一台空调出厂之前，就历经成百

上千次的摔打、风吹、雨淋、热晒等试验，保证

了空调的高品质。除此之外，格力率先实施

的6年整机包修，在消费者在购买空调后的6

年内，空调质量问题维修不花1分钱。

不仅如此，针对6年以上的老用户，安

徽格力率先实施每年两次免费维修活动。

可以说，买格力空调，等于买到定心丸。目

前安徽格力第22届免费维修月活动正在

进行，哪怕20年前购买的老用户，都可在

此期间开启家中空调制热运行半小时，如

遇故障，均可拨打格力空调安徽统一售后

服务电话 0551-2666666 预约登记，我们

将依次安排专业人员上门免费维修（详见

格力各网点海报）。

温暖有格力温暖有格力，，寒冬无所畏寒冬无所畏
————1111月月1717日日--1212月月1717日日，，格力空调格力空调、、小家电小家电、、热水器热水器、、中央空调中央空调、、晶弘冰箱钜惠来袭晶弘冰箱钜惠来袭

伴随着新一轮寒潮的到来，天气已经开始进入严冬。愈是寒冬，愈懂得温暖的可贵。

目前，格力各个系列温暖产品——格力空调、格力小家电、格力空气能热水器、格力中央空

调均有不同程度的优惠，格力用科技和品质温暖全世界，让整个冬天都不再寒冷。

所谓的优等生，自然是现行教育体制的受益

者，理应拥护这个既有体制，为何发布一条檄文呢？

或许受到的益处多，代表付出多，继而对于教

育制度的理解可能更加深刻，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同

时，更能看到教育制度的弊端。并且人在幼年时期

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最为敏感，长大成人后反而习惯

于既有的社会规则，无论这个规则是合理的还是不

合理，对于这个规则所导致的负担只能尽量承受。

从不输在起跑线上，到一年又一年的排名游戏，

概念的灌输，让学生群体自觉分化出差生和优等生

两类。习惯了老师的填鸭式教学和标准答案，即便

是一篇阅读理解的原作者站出来说自己所表达的不

是那个意思，但仍旧挡不住师生对于标准答案的顶

礼膜拜……

僵化的教育体制无疑是个体自由的大敌，在经

历了大学教育后，学生变成了应试教育的成熟产品，

他们惊讶地大呼，我的想象力哪里去了？可惜为时

已晚。自由是人的天性，小孩子更是如此，因为他的

表达少了许多成人世界的羁绊。

教育本来不是压制自由，扼杀天性的，教育一

直在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两个方向上发展，形成现

代教育功利和非功利的两重价值、目标和二元结

构。作为现代教育的两翼，这两种教育价值应当是

相辅相成的，从而保持教育协调健康地发展。

优等生为何退学要自由？要在防治教育的失衡

和异化上做出思考。在教育过程中，如何实现人的培

养，突现人的主体性，是中国教育面临的一个基本挑

战。生存还是立人，人力资源开发还是人的发展，培

养顺民还是公民，这是深层次的疑问。谁能解答这些

疑问谁就能解开10岁小学生心中的千千心结。

从来没有完美的教育，也没有完美的教育理

想。教育理想所追问的不是“最好的教育”，而是更

健康的教育，而今教育是病了，难道还要一直病下

去？

柯锐

对于某些行政命令，确实让人哑然失

笑。比如财政部、监察部和审计署于 11 月

21日联合印发的《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职务

消费管理暂行办法》。《办法》颁布了12项禁

令，于12月1日起执行。它要求中央金融企

业负责人不得违反规定用公款进行高消费

娱乐活动，不得用公款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

住宅购置、住宅装修、物业管理费等。（11月

22日《新京报》）

这看上去很给力，也能赢得喝彩，但实

则不然——此《办法》涉嫌“法外之法”，多此

一举。当然，如果金融央企负责人的行为不

受法律约束除外。

就现行法律看，尽管在实际执法过程

中，一些具有特殊地位的人总能赢得“法外

恩典”，此处的“如果”却没有足够的理由。

原因何在？很简单，《宪法》规定，公民在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而金融央企负责人首先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其次才是“金融央企

负责人”，毫无置身法外的理由。而且，这些

人往往还有另外一个名头——法人，有何理

由不受法律约束？

后法大于前法，上法大于下法。这是法

律效力判定原则，而“依法行政”是行政机关

的办事原则。放在此事上面，前述《办法》颁

布的 12 项禁令，《刑法》有其相应的规定、

《刑诉法》有其相应的处罚法则，有必要再来

一个行政命令吗？难免让人陡生“政令于

法，谁大”的纠结和疑问。

其实，此《办法》的出台是有背景的。一

是中办、国办2009年颁布《国有企业领导人

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对规范职务消费行

为明确提出了8项禁止性规定；二是2011年

和 2012 年，国务院第四次和第五次廉政工

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求规范国有企业负责人

职务消费；三是财政部、监察部、审计署、国

资委2012年5月印发《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

消费行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对12种行为

予以严格限制。这是近年来，一些国企负责

人守法不够、出轨太多，导致中共中央、国务

院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决心建设一支高效廉

洁的国企领导队伍的结果。

钱兆成

“他们经常接到该超市少找给顾客钱的举报，

但取证却非常困难，只好出此下策。”

苏州当地警方在苏州汽车南站对面一家名为

“惠佳”的超市门旁立着告示牌，称该超市是一个存

在违法行为的黑超市，提醒市民不要在此购物。

“你别说是湖南省，就是超出湖南省的范围，我

谁都不怕”。

天底下没有“谁都不怕”的人，除非是外星人。

然而如今却有“谁都不怕”的人大代表。湘潭“长株

潭一号公寓”交房延期，业主要求退款却被要求缴纳

违约金。湖南经视记者采访时被该项目负责人连扇

耳光，强抢机器。该负责人、湘潭人大代表唐水平放

言。

秦耕

此路不是他开，也要留下买路钱，这些交警可

谓匪气十足。除了加强对交警队伍的道德法纪教

育，督促警察模范地遵守法纪之外，亦当反思我们的

制度建设。常言道，一个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成好

人；一个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成坏人。到底是什么

让一些交警胆大妄为呢？

交警有没有罚款任务？执法中的经济罚，是必

要的手段。但不能将罚款当做创收的手段，把过往

的司机看做是无烟工厂。事实上，有些地方明里或

暗里给交警下达罚款任务，然后层层分解，层层加

码，最后逼着交警门上路把“执法”变成“执罚”。有

一组数据当引人关注：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字，9月

份，中央本级收入3664亿元，同比下降2.4%，已经连

续两个月出现下滑。但与财政收入下滑出现鲜明对

比的是，非税收入，特别是地方的非税收入出现了暴

增的情况。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这些地方增长

的非税收入中，罚没收入占了相当的比重。比如，在

税收减速的同时，一些地方甚至将罚没收入作为遏

制收入下滑的稳定的增长点和突破点。（10 月 24 日

《广州日报》）这不由得让人生疑，到底是由谁主导

了罚款？交警罚款，要盯着交警，也要挖出背后的根

源，看看交警到底有没有罚款任务、罚款指标。交通

执法若以罚款为目的，又何谈道路交通安全呢？

王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