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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1.1 月 9 日 A03 版

《相似的黑作坊，同样
的监管缺失》（编辑：苏
劲松）一文，第1栏第1、2
行中“昌平区小口镇”应
为“昌平区东小口镇”。

2.1 月 9 日 D05 版
（校对：陆爱英 编辑：
许晓静），“数据”一节，
第1段第3、4行“每年都
以30%的速递增加”中，

“速递”应为“速度”。

创刊于2003年11月11日

总第2983期

统一刊号
CN11-0245

主管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出版
新京报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幸福大街37号

邮编：100061
传真：010-67106766

新闻热线：010-67106710
（24小时）
发行热线：

010-67106666
新京报网：

www.bjnews.com.cn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京宣工商广字第0068号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

声明：
未经本报许可，不得

转载、采用本报及本报网
站刊载之内容。

评论投稿信箱：shepingbj@vip.sina.com shepingbj@vip.163.com 在线投稿：www.bjnews.com.cn/tougao

■ 社论

过度补贴机关幼儿园加剧社会不公
幼儿教育的公平，事关社会的起点公平。广州机关幼儿园享受“天价补贴”则说明，一些地

方没有做到尽力缩小教育公平差距，致力弥合社会不公，反而在恶化社会的公平环境。

■ 观察家

能否给校车设定专用车牌？
沈阳市校车无法上牌，从另一个方面提示社会，校车的车牌登记、管理、年检等程序需

要更加明晰的制度规定。建议设立校车专用车牌制度。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
尽管 2009 年就曾表示过要
逐步取消对机关幼儿园的
补贴，但广州市本级2012年
部门预算（草案）中，给 8 所
机关幼儿园安排的一般预
算 资 金 仍 高 达 7524.21 万
元，比去年大幅增加1770万
元。这也是广州公开部门
预算以来，给机关幼儿园的
补贴上涨幅度最大的一次。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等
三部门联合印发《幼儿园收
费管理暂行办法》，提出严
禁幼儿园乱收赞助费。但
广州机关幼儿园享受的“天
价补贴”，则提醒公众，还需
要警惕少数“特权幼儿园”

向公共财政“乱收费”。机
关幼儿园优先享受公共财
政的“滋润”，显然有悖教育
公平，加剧社会不公。

广州市人社局属下的
两所幼儿园，上年结余资金
合计约1400万，但这次仍旧
得 到 1735 万 元 的 预 算 补
贴。这种高额补贴的理由
是什么？与此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去年年初，广州“两
会”前夕有政协委员提案
称，在全市12个区（县级市）
中，有近 8 个地方对民办学
前教育的投入为零，以致民
办幼儿园收费节节攀升。这
种厚此薄彼、冷热不均的做
法，自然让民众难以接受。

机关幼儿园所获财政
补贴逐年提高，难免令公众
质疑，这是不是在维护一种

“特权”。相比街道办园、乡
镇政府办园、农村集体组织
办园等公办幼儿园，机关幼
儿园一般优先配置给单位
职工子女，而不向社会开
放。这种特殊照顾公职人
员子女的幼儿园，从本质来
说，并非完全的公共产品，
而是少数人的“自留地”。
拿纳税人的钱为其逐年提
高财政补贴，加剧了幼教资
源分配不公的状况。

政府部门本应维护社
会公平，对所有幼儿园一视
同仁。换句话说，对幼儿园

应该进行财政补贴——如
有些专家学者所言，把幼儿
教育逐步纳入义务教育范
畴，也是政府应努力的方向
——但公共财政不能搞亲
疏有别的“补贴”，而应注重
公平、普惠。

现在，一些地方在公开
表态时，都极力强调会执行
中央部门的政策，推进教育
公平，但在具体行动上、在财
政投入上，却又暗度陈仓。
正如广州 2009 年就向公众
承诺逐步取消补贴，可事实
上却在反其道而行之。这种
公然违背承诺、加剧教育不
公的预算，仍然如此大方地
提交地方人大审议，原因何

在？当然，这份预算方案，能
不能通过并不是预算编制部
门说了算，还取决于广州的
人大代表。对此，大家都寄
予良好的期待。

很多家长为了孩子上
个好的幼儿园，不惜缴纳高
额的赞助费，就是不想让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说，
幼儿教育的公平，其实事关
社会的起点公平。广州机
关幼儿园享受“天价补贴”
则说明，一些地方政府没有
做到尽力缩小教育公平差
距，致力弥合社会不公，反
而 在 恶 化 社 会 的 公 平 环
境。这或许才是民众更为
焦虑的地方。

据《辽沈晚报》报道，沈
阳市商业幼儿园为让远处
居住的家长们放心，花费 20
多万元买来了“大鼻子”校
车。但是，作为沈阳市第一
台“大鼻子”校车，却迟迟上
不了牌照，无法运行。沈阳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没有现行法规批准沈阳市
内可以给标准校车上车牌，
何时能上还不知道。

无独有偶，几天前，南
京市第一辆“大鼻子”美式
校车也遭遇了同样的尴尬，
由于申请“校车牌照”受阻，
临时牌照过期以后无法上
路使用。如此看来，新购标
准校车上不了车牌的难题，

并非沈阳一个孤例。按校
车安全条例的规定，校车向
交管部门申请注册，需要教
育行政部门的相关证明，而
这在现实中还没得到落实。

这事颇有些黑色幽默。
正在酝酿中的校车制度就是
要赋予校车“特权”，可是，校
车如果连车牌都上不了，“特
权”何来？所以，相关制度落
地的速度还应加快。

校车无法上牌也从另
一个方面提示社会，校车的
车牌登记、管理、年检等程
序需要更加明晰的制度规
定。建议有关方面，不妨像
军车、警车那样，设立校车
专用车牌制度。

应该说，这既能更好地
保障校车特权，也利于校车
的规范管理。

在校车安全条例征求
意见稿中，明确校车要有校
车标牌（载明号牌号码、车
辆类型、核载人数等），并装
备统一的校车标志灯和停
车指示牌，喷涂统一的校车
外观标志。既然校车的诸多
表征都要有别于普通车辆，
使用专用车牌也是顺理成
章；而且，譬如喷涂统一的
外观标志等方式，容易被某
些“黑校车”造假，而配发专
用车牌，最起码还增加了一
道有力的“防伪”标志。

如果考虑到校车将获

得使用公交车道等特权，使
用专用车牌无疑也更利于
电子眼等执法设备的自动
甄别，从而避免诸多执法方
面的麻烦。

现实中，已经有些地方
做出类似尝试。去年 12 月
中旬，吉林省公安厅交警总
队宣布，该省校车牌照将统
一采用专用号段“XS”（“学
生”拼音字母缩写）。这是
一个有益的探索。

其实，吉林省的“校车
牌照统一采用专用号段”，
比普通牌照前进了一步；在
此基础上，还可以考虑制定
发放统一的“校车车牌”，在
车牌的颜色、字体、车牌大

小等方面，让人很容易和普
通车牌区别开来，保证校车
的“特权”。采用专用车牌，
还可以在车辆行驶证上注
明该校车的法定规范，以此
取代“校车标牌”，也便于交
警部门进行直接管理，避免
多个部门对校车行政界定
所带来的弊端。

新购“大鼻子”校车无
法上牌照，说明关于校车问
题，不仅仅需要一部安全条
例和一套新的校车标准，构
建一套综合且深入行政各
个领域的校车管理制度仍
需努力。

□燕农（大学教师）
相关报道见Ａ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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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票”发行量
能否更透明

今年“龙票”发行首日，
盛况空前，市内各集邮公司
人头攒动，不少集邮爱好者
提前连夜排队购票；当天小
版票市场价格翻了 3 倍，据
说外地翻到10倍。

近日，笔者到马甸邮币
市场，看到“龙票”价格仍居高
不下。何以出现如此“龙腾”
景象？专家分析，“龙”情结和
升值潜力是“龙票”大热的原
因。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一个
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对称。

“物以稀为贵”是决定
邮票价值的基本原则。首
轮生肖邮票中的“猴票”之
所以现在几于“天价”，与其
是生肖票的首枚且发行量
不大（据公开的数字是80万
枚）直接相关，而其后二三

轮生肖票发行数千万枚之
多，自然就不足为贵了。

因此，为了保护全国集
邮爱好者的热情和权益，也
为了避免投资者的盲目误投
造成损失，邮票发行单位应及
时发出“安民告示”，即使目前
不能公布邮票具体发行数
量，也应说明与近年生肖票
发行数相比，是大体相当或
是有所增减，以消除社会上
不必要的误传误读，从而抑
制龙票过热，稳定邮票市场。

□肖观（退休教师）

“30亿人次流动”
说明了什么

据报道，“春运”这种几
十亿人次的大规模流动 8日
正式开启，40 天时间内，将
有 31.58 亿人次流动。这是
中国历年春运中出行人数

首次突破30亿人次。
看着这突破 30亿的“数

字奇迹”，又想起那老生常
谈的问题，为什么每年春运
这么多人踏上迁徙之途？

如果遍布全国的外地
务工者，在打工地都能被城
市完全接纳，无区别对待；
农民工和市民待遇相等、权
利相同，更多的新一代农民
工彻底融入城市，扎根城
市，那么过年不过是一个传
统节日，心安之处即故乡，
在哪儿过节都一样——春
运运能压力还会像现在这
么大吗？

所以，春运回家潮构筑
的天文数字，其实标注的是
多数务工者对权利的渴求，
对归属感的渴望，回老家，
除了文化心理之外，还有一
种被迫和无奈。所以，订票
网站日均点击超 10 亿次的
瞬间“世界第一”，并非什么

可喜的奇迹，“数字奇迹”背
后，那些权利沟壑如何填
平，才是当务之急。否则，
每年的过年回家，都注定不
会是一个温馨温情的字眼。

□李晓亮（媒体人）

受骗女生还要
骗色教授“谅解”？

据报道，北大教授王学
明指控情人敲诈勒索 30 万
元，致使小他 26岁的纳西族
女子小丽被逮捕(人物均为
化名)。记者 1 月 8 日获悉，
北京市海淀检方对小丽做出
不予起诉决定并将其释放。

从报道上看，小丽获释
还得感谢王学明。因为海
淀检方认为，对小丽不起诉
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被害人
王学明已明确表示谅解”。
王身为北大教授，骗取小他

26 岁的小丽发生性关系，并
以能帮她升大学为名，保持
情人关系两年之久，王学明
怎么倒成“被害人”了？

法律如此认定，是因为
不管男方霸占了女方多少年
的青春，都视为一种道德问
题，最多是纪律处分，但一旦
女方向男方索要赔偿，并且
使用威胁话语，那这事情马
上就变成了刑事犯罪。

要打破将那些无耻之
徒瞬间转身为“被害人”的
情况，有必要承认所谓的
受蒙骗的“小三”向男方的
索赔权。如果你是故意蒙
骗对方，造成对方时间损失
与精神痛苦，相对一方都有
权向法院主张补偿。如此，
在成本与收益权衡之间，北
大教授再遇到小他 26 岁的
女生时，或许就不会蠢蠢
欲动了。

□杨涛（法律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