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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看不中用”的女骑警
该不该谢幕了

微评论

就业率“注水”偏离了教育本质
毛旭松

虚假的就业率如同考试作弊一样，势必将影

响到政府决策部门的判断，无法准确评估和衡

量市场的就业情况。由于造假的就业率不能真

实反映高校专业设置与市场供求之间的关系，

导致毕业生适销不对路，会进一步恶化日益严

峻的高校就业形势。

就业率作为衡量高校工作的一个标准或有

其可取之处，但它并不能全面、科学地反映出一

个学校办学水平的高低。无论如何，片面追求

就业率催生了“就业率崇拜”，靠造假提高“就业

率”的方式，绝不是改变“就业难”现状的正道，

而且对社会危害极大。

要真正解决就业率注水的问题，首先要改

进教育部门对高校毕业生的考核办法，不能以

就业率作为衡量高校教育水平的唯一标准；其

次，对于高校而言，与其在终端依靠对就业率造

假来提升学校形象，不如从自身改革，提高教学

质量，培养出社会有用的人才；再次，提高就业

率还需要政府部门和各企事业单位乃至全社会

共同为高校毕业生营造更多的就业氛围。

就业率注水可以说没有赢家，政府无法掌握

准确就业信息，高校也损害了自己的信誉，毕业

生更没有真正就业。满盘皆输的欺上瞒下游戏

是不是到了该把这最后的窗户纸捅破的时候呢？

教师侵犯幼女案频发
拷问师德与师生关系评论

时评
高校毕业季在

即，“签就业协议了

吗？”成为应届毕业

生见面相互打探的

热门话题。为了逼

迫毕业生抓紧找到

工作，江西一所高

校禁止未签就业协

议的毕业生参加答

辩。（5月27日《中

国青年报》）

发现7岁女儿

岚岚（化名）内裤

有异物并掺杂血

迹，舒城县南岗镇

居民汤女士怀疑

女儿遭他人性侵

犯，连续几天的逼

问下，岚岚才说，

数学老师王某某

不准她告诉任何

人。目前王某某

已被警方刑拘，并

承 认 犯 罪 事 实 。

（本报今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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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教育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教育部副

部长刘利民明确表示，对于“违法乱纪、道德沦丧的

校长，要坚决清除出教师队伍。”其实，同样的厉声严

令，早在2006年，当时的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

就曾说过。7年过去，同类损害教师群体形象的事

件，还在不断被媒体揭露出来，躲在校园暗角的“咸

猪手”，依旧蠢蠢欲动。王某某不就是例子吗？

教育部的“清除令”之所以收效甚微，根本原

因不在于执行不力，而是因为没有找准症结所

在。其实，教师性侵幼女，并不单纯是一个师德问

题。教师队伍之外，同样“狼”影重重，只是拥有教

师身份的性心理变态者（大部分是恋童癖），作恶

的机会更多，条件更便利罢了。

我认为，提倡师德固然重要，但保护幼女免受

教师侵害，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重建师生关系。

中国一向讲究尊师重道，不鼓励学生质疑老师

权威，缺少“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求知传

统。从幼儿园开始，孩子在家也许是“王子”是“公

主”，但到了学校，基本上都是老师说了算。前段

时间校长“跪求”学生好好学习这种新闻，在中国

绝对是极为罕见的。老师希望学生听话，只做填

鸭课堂的鸭子，家长更是教育孩子要听老师的

话。正因如此，在大部分教师性侵幼女案中，孩子

在受到伤害后，压根就不敢向家长讲实情。更何

况还有色魔老师的言语威胁或利诱。

经验反复证明，我们应引导和塑造孩子敢于质

疑权威的性格，教会他们加强自我保护的意识，至少

要让他们在受到伤害之后，敢于在第一时间告诉父

母真相。这并不是否定师道尊严，更并非教孩子从

小就跟老师对着干。俗话说，怀疑出真理，我们理想

的师生关系，应当是一种朋友式的，可以相互批评、

自由表达的关系。现在某些师德败坏的教师，在学

生面前犹如帝王，连学生起码的尊严和人格都不顾

及，又何谈保护学生使其不受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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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大连市退休警察赵明登录市政府

官方网站，依法申请包括养马成本在内的大

连女骑警有关信息公开。大连市政府信息公

开网系统显示，该申请已经受理。（5月27日

人民网）

仅从外表来看，女骑警个个看着英姿飒

爽，的确是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但再靓丽的

风景，如果与本职工作不相配，中看不中用，那

也是本末倒置、徒费钱财、浪费表情。

女警的主要职责是执行好公务，而不是供

人欣赏的花瓶和风景，更不是演杂技的马戏

团。而一再追求“人高马大”外表的光鲜和靓

丽，很显然，不仅是一种角色错位，更是一种职

责迷失。

况且这些洋种大马个个“身价”不菲，即使是

有人馈赠，其饲养成本也十分惊人，如果再这样

养下去，纳税人要花多少钱，姑且不说，又能为社

会带来怎样的实惠与稳定？这种投入与产出明

显不成比例的“女骑警”，只是人为地制造“景观”，

被人质疑为城市“形象工程”也就不足为奇。

因此，在如今警员编制紧缺，经费不足，一

面是警察同志低保障、超负荷的“鞠躬尽瘁”，另

一面却是固守投入和回报严重失调的“养马待

命”的背景下，“中看不中用”的女骑警其“越位

担当”的“表演”职能，是不是更应该立刻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