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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面前煽情
应有节制

“迷信校长”，学校可不是你的神坛

“绿色通道”机制应逾越地区差异

迷信校长敢于在学校设神堂，供神像，无

非有两个目的：说的崇高一点，祈福学校平安

学生平安；说的庸俗一点，就是祈望自己官运

亨通，顺风顺水。可惜的是，无论是高尚还是

庸俗，学校可不是个人祭祀的神坛，迷信校长

可用错了地方。

学校是教书育人之地，启蒙的是科学思

维，而不是迷信思想；启发的是奋斗上进，而不

是神仙保佑。迷信看似是个人信仰问题，其实

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问题，从侧面反映一

个人如何看待世界，如何看待自己的命运。学

校的教育、老师的言行影响着一个学生世界观

价值观的原始塑造，老师怎么看待世界，学生

就可能怎么看待世界。

作为学校校长，作为单位的一把手，其言行

影响更大。一把手带头搞迷信，不但决策往往

受迷信摆布，浪费财力，个人的“示范作用”也容

易带坏一片风气。如山东泰安市委书记胡建

学，一位“大师”预测说他可当副总理，只是命里

缺一座“桥”。胡建学便下令将已按计划施工的

国道改道，使其穿越一座水库，并顺理成章地在

水库上修起一座大桥，劳民伤财，给沿线居民生

活带来诸多不便。校长带头搞迷信，在老师当

中，自然无形中形成一种效应，赞成自己的往往

“高看一眼”，不赞成自己的就“一边站”，最终也

无益于学校的团结。育人者焚香叩首、祭拜天

地，甚至买来活羊现场宰杀，学校里被弄得“乌

烟瘴气”，学生看到的是“鲜血淋漓”，与学校文

明风气格格不入，最终影响的是正常教学秩序

和学校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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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2 日，山

东一运送药品的

救援车队通过连

霍高速豫陕收费

处时，遭遇河南高

速管理收费站的

阻拦，被告知不缴

纳过路费不予放

行。河南省高速

公路方面解释：救

灾车辆可以免费

通行河南高速，但

需要提前办理相

关手续。（4 月 23

日《中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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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9 日 ，

《山西日报》B1 版

以《楼内供神像楼

外献肥羊》为题，

对汾阳市西关初

中为求取好运，最

近数月改门扉焚

香火，持续祭出迷

信动作进行重点

报道后，汾阳市有

关部门迅速组织

调查核实，并对当

事人做出免职决

定。（4月23日新

华网）

非常
道

“吃了这么多才想起来去查致死量也迟了点……”

4 月 21 日晚上 9 点多，一段疑似自杀的内容在

微博上出现，顿时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随着博

主不断地发出消极的微博内容，千余网友纷纷展开

行动，开始了一场网上网下双管齐下的救援。最

终，民警赶到博主家中，确认博主安全，并进行了一

定的心理疏导，让博主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学校组织去白沙湾，一人要交140元，不去也

得交钱。”

福州金桥高级中学学生的投诉称，学校强制要

求他们去白沙湾参加春游，而且费用也偏高。对

此，该校校长表示，学校没有强制学生去白沙湾，是

否参加全凭学生自愿，伙食费被扣除后，如果学生

不愿去，学校将会返还相应费用。

在应对重大灾害时，建立地区间的、国家间的

“绿色通道”机制，可以有效简化作业程序和提高运

行速度。这种设想并非没有实践，例如，青海玉树

地震期间，陕西和甘肃的高速公路收费站都开辟了

救灾车辆绿色通道，快速优先放行并免收过路费。

但从近几年应急物流“绿色通道”的运行情况

看，由于缺乏系统的法律规范和约束，执行标准还

存在地区差异。譬如，早在地震发生当日，为保证

通往灾区的公路生命线畅通，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

堂就在全系统启动了公路应急处置机制，通往灾区

的高速公路实施免费通行。各地方高速公路纷纷响

应，凡是救援车队和运送物资车辆一律免费通行。

然而，河南这处收费站却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漠

视人权，这自然会引起社会舆论的关注和激烈批

评。

当然，基本的验证措施还是有执行的必要的。

现行法规对假冒和违规免费车辆缺乏具体处罚措

施，导致假冒违规车辆有增无减。因此，需要建立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相关定义，各地统一贯彻

执行，才能减少因理解差异而造成的不必要的麻

烦。确保行动时有法可依，进而增强“绿色通道”的

畅通能力，基于此，公众除了对河南这处收费站进

行必要的批评外，还应该敦促相关部门健全法律法

规，建立“绿色通道”长效机制。只有建立了完善的

应急物流保障绿色通道机制，才能更好地服务社

会，减少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带来的损失。

一个公共利益与私利之间的矛盾必须解开。不

可否认，收取过路费对突破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瓶颈

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中国道路、桥梁

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功不可没。但

基础设施存在公共产品属性，在灾难面前，基础设

施的公共产品属性应该大于其收益属性。另外，常

态下正当的私权在非常态社会下随着突发公共事件

的发生、救援和恢复重建，也可能会受到种种限制。

这一切都需要政府应急管理行为不断走向规范

化、制度化和法治化，通过制度安排将公共利益和

私利的关系规范纳入法治轨道，对保障紧急事态处

理的正当性和高效性等都大有裨益，是理性的最优

选择，也应该是今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应当努力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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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0 日 8 时 02 分，四川芦山发生 7.0

级强震。著名歌手韩红在获知这一消息

后，第一时间开展爱心救援行动。一向支

持奔走在公益最前线的韩红4月23日在其

微博上发飙：我特别不明白！也明确表态

我很反感！为什么国家一有灾难有些人

总特么写些歌，找歌手来唱？！怎么了这

是？难道这个时候唱歌比救援、比抢救生

命还重要吗？谁有心思唱找谁去！我他

妈没心思！就不唱！（见本报今日19版）

日前，著名歌手韩红同时表态自己不

愿参与赈灾歌曲的录制。

雅安地震牵动着亿万同胞的心，社会

各界均以不同方式援助灾区，为灾区祈

福。韩红本人在地震发生后，声明捐款 50

万，并发起了为雅安同胞捐款的活动。4

月 22 日，韩红爱心救援车队也正式出发，

奔赴灾区。这些实实在在的行动，跟韩红

微博上的“质疑”，都符合一个“行动派”公

益人士的形象。

以往，每逢灾难发生，确实都会有人

组织歌手，制作所谓的赈灾歌曲，通过演

出或者其他途径，为灾区募集善款。这种

利用职业特点，汇聚民间慈善力量的做

法，自然也不必苛责。只不过，灾难发生

后的第一时间，更需要有实际行动的救

援。毕竟，歌声再动人再煽情，也换不回

废墟下危在旦夕的生命。

事实上，灾难面前的煽情，也非止“赈

灾歌曲”一端。如媒体报道中，为了让内

容更感人，不顾受灾者刚刚经受心灵创

伤，而“逼问”一些问题；再如近日舆论对

灾区“最美新娘”的先捧后踩，道德在救灾

过程中，充当了煽情的道具，让我们的关

注点偏离了救灾的重心。

如果不算上沽名钓誉的那一部分因

素，可以肯定，每一次的“赈灾歌曲”，也都

发挥过一些作用，特别是在筹集赈灾物

资、提振救灾信心、宣传推动慈善等方

面。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管是赈灾歌

曲、媒体报道，还是舆论关注，都不宜无节

制地煽情，因为无论多么精彩的煽情，都

离慈善和真相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