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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校园售书
学校理应“避嫌”

“高校死亡赔偿机制”更应体现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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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花钱告自己
真是为百姓着想？
□周明华

世SHI XIANG ZA TAN
相杂谈

广东省珠海平沙100多名老人因

不满30多年前的企业改制中，身份从

国家干部转换为企业职工，退休金与

公务员相差较大，奔走信访了漫漫十

多年时间。当地镇政府去年通过一家

镇属国企垫付26万元诉讼费，帮助老

人请律师打官司告自己，也就是镇政

府主动花钱去当“被告”。（12月9日
《南方都市报》）

客观地说，要改变30多年前的改制

政策非常困难，也不符合政策规定，事

实上更不现实。正是镇政府觉得这起

案件，当被告也会赢得官司，那就破费

去借“法治之力”让这群老人停止上访

吧。这样做，不仅落个遵纪守法美名，

还从此断了这群老人的信访热情。

比较务实的做法，是给这群老人

讲透、讲明道理，让他们理解这是目前

仍在运行的“养老金双轨制”带给企退

职工的历史问题，并将这起典型案例

的细节公之于众，以期推动养老金双

轨制尽快公平并轨。

如此售书 王恒/漫画

近年来大学生意外死亡事件呈多发趋

势,但在处理过程中，巨额赔付往往成为高

校“难以承受之重”。22名广东省政协委员

联名提议出台相关文件，规范大学生意外死

亡事件的处理程序，以防止在索赔过程中的

“漫天要价”。广东省教育厅明确，将征集突

发事件应急处置案例，编印成册供各高校参

考。（12月9日《新快报》）
天之骄子意外死亡，实在令人扼腕，家属

无法接受，更是不难体谅的亲情。对于大学而

言，处理这类事件，也注定相当棘手。如何抚

慰死亡大学生家属的情绪，如何平息事件的影

响，更是少不了要付出不菲的成本与代价，尤

其是遇上“漫天要价”的家属，大学恐怕如同医

院一样，不得不面临类似“医闹”的尴尬。

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立高校死亡赔偿机

制，其实未尝不是风险意识的体现。相比出

了意外事件之后，才去毫无准备地仓促应

对，有了规范的赔偿机制，以及确定的意外

死亡事件处理程序，即便是出现了意外突发

事件，也大可不必手足无措，更不必担心遭

遇“漫天要价”的纠缠，只需启动相关的赔偿

程序，便可从容应对。

赔偿机制的规范与程式化，固然有望让

赔偿更加透明与公平，但当这一机制的引

入，更多在于防止在索赔过程中的“漫天要

价”，其实多少有违初衷，更难免弱化赔付机

制对于生命的敬畏甚至赔偿的诚意。无论

如何，生命无价其实本该是基本的生命体

认，高校也更应有生命敬畏的自觉。既然如

此，死亡赔付其实无论赔多少，都只是象征

意义，都不可能真正抵消生命逝去的损失。

高校死亡赔偿机制，更应建立在生命敬畏的

前提之下，而不只是为了规避“漫天要价”，

甚至以尽量少赔点为宗旨。

相比事后的死亡赔付机制，真正意义上

对生命的敬畏，对生命责任的担负，其实更

应认真地调查并厘清每一起意外死亡事件

中的责任，而不是套用过去的案例和程式。

此外，对于高校意外死亡事件，更需深入分

析其背后的影响因素，究竟是个人性格所

致，还是突发事故使然，也更需在责任认定

的前提下，完善相应的预防机制。

无论如何，高校死亡赔偿机制，更应触发责

任的兑现，而不应只是为了“避险”抑或“省钱”。

这两天，杭州市余杭区的郑先生很生

气，因为他读小学的女儿不久前拿了一张

通知单回家，上面写的大意是有一位儿童

文学作家要来学校讲学售书，要求家长写

好回执单带回学校。郑先生认为，这是变

相的营销。（12月9日《现代金报》）
学校邀请作家进校园讲座，让学生

与作家面对面交流沟通，不能说是坏事，

但是学校下发通知，帮着作家售书就有

些不妥。尽管学校强调售书行为是自愿

的，并非强迫。但是，向学生下发通知

单，还有购书回执单，必然会引导学生去

购买书籍。尤其是小学生，喜欢攀比，看

到别人购买，自己也会央求家长购买。

对小学生而言，学校是强势群体，学

校的要求，即便是毫无强迫色彩的行为，

到了学生那里，也会成为权威命令，小学

生也会照办。老师的话就是权威，许多

小学生可以不听家长的话，但是一定会

听老师的话。作为家长，尽管不想给孩

子购买书籍，但是会因为害怕得罪老师、

得罪学校而不得不购买书籍。

作为学校，邀请作家来校讲学可以，

但在购买书籍一事上，需要避嫌。不仅

不能亲自下发通知，还要对校园售书行

为，进行善意的劝说与正确引导。

别让你被自己打败！

“我不是拖拉，只是重度

拖延”，“我不是没热情，只是

初老症”……选择恐惧症、强

迫症、晚睡症，你是不是用各

种五花八门的流行“病症”为

自己开脱？诚实一点说，这不

过是你为自己的懒惰、贪玩、

缺乏行动力找的借口。从今

天开始改正吧，未来那么长，

怎么能在出发前就被自己打

败！@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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