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长江商报》报道，9
月 1 日，湖北黄冈麻城市顺
河镇 3000 余名学生需要自
带课桌报到。据悉，整个顺
河镇有 5000多名学生，开学
前约 2000 套新课桌被分配
到镇上的一所希望小学和
中心小学，仍有 3000余人缺
乏课桌。有的学生因此把
茶几拿来当课桌，而留守儿
童只能由年迈的奶奶扛桌
子为其报到。

看到以上新闻，估计许
多人都难以置信，在这个物
质充裕的时代，竟然还有这
么多孩子和家长为一张课
桌发愁。“父亲的桌子 20 年
后女儿接着用”，“父母打

工，奶奶扛桌千米去学校报
到”，一幕幕画面，令人为之
心酸。

麻城是国家级贫困县，
政府财政或许不宽裕，但
是，再穷也不能在教育上抠
钱，让孩子受罪。一套桌椅
网上搜索来的最低报价不
过50元，3000余名学生的桌
椅钱也不过在 15万元左右，
就这么一点钱，难道挤不出
来？国家对于贫困县有专
门的扶贫款，为何不优先用
于孩子？公款吃喝、公车开
支稍微压下来一点，钱不就
解决了？君不见，甘肃庆阳
市校车事故后，当地政府立
刻就从公车开支拿出钱，解

决了校车问题。
要说麻城当地政府穷，

其实小看了他们，此前，网
友曾列出各地的豪华政府
大楼排行榜，其中麻城市政
府大楼赫然在列，当地有民
众称这栋气派的大楼为“麻
城白宫”。上个月，麻城统
计局自豪地公布消息，上半
年麻城市固定资产投资、财
政收入、7 项经济指标位居
黄冈第一。可见，当地政府
不是没钱，只不过，钱没有
花在最该花的地方。

有钱造政府大楼，无钱
买学生课桌，麻城为何会长
期难以摆脱贫困，答案尽在
不言中。但是，对于地方官

员如此漠视教育，上级政府
又在哪里？从黄冈市到湖
北省，是怎样对麻城的义务
教 育 发 展 进 行 考 核 监 督
的？上级官员有没有走到
基层学校教室里去看一看？

一些基层“失血”的教
育现状，屡屡曝光于媒体
上，刺痛公众的眼睛，从破
败不堪的校舍，到拥挤简陋
的校车，从老师 15年用手势
教孩子打乒乓，到孩子带课
桌去上学。为什么这样的
现象屡屡出现？为什么地
方官员在教育上失职，却鲜
见受到追究的？

每当各种教育贫困的
现象出现后，公众的爱心一

次次被打动，他们慷慨解
囊，为穷困的学校和学生送
去温暖。不过，这样的社会
捐助并非长久之计。

改变失血的教育，说倒
底还得靠唤醒地方政府的
责任。一方面，对于地方政
府的政绩考核，要增加教育
的比重，淡化经济数字的考
核，另一方面，对于任何曝光
的基层教育贫困个案，对地
方政府和上级部门问责到
底。满教室形状各异的课
桌，这是对官员失职的一封
举报信，湖北有关部门当介
入调查，给公众一个说法。

□新京报评论员 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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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1.9 月 3 日 A02 版

《城乡一体化学校值得
推广》（校对：翟永军
编辑：王华）一文，第 2
栏第 2 段第 5、6 行“很
难吸引到足购的教育
资源”中，“足购”应为

“足够”。
2.9 月 3 日 A09 版

《“神医”萧宏慈两年速
成之路》（校对：范锦
春 编辑：耿小勇）一
文，第 3 栏第 5 段第 5、6
行“在演讲我中把‘治
百病’改了”应为“在演
讲中我把‘治百病’改
了”。

■ 社论

建“秋裤楼”之前，该听听大众评判
网友将苏州“东方之门”调侃为“秋裤楼”，或许是一种不认可情绪的发泄。城市的管理者和投

资方应当就此反思，规模宏大的地标性建筑，是一个公共问题，必须经得住公众挑剔的审美眼光。

■ 观察家

有钱造“麻城白宫”，无钱买学生课桌？
上个月，麻城统计局自豪地公布消息，上半年麻城市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7项经济指标位

居黄冈第一。可见当地政府不是没钱，只不过，钱没花在最该花的地方。

来信

“神医”们有哪些
“秘密武器”

昨天，《新京报》报道了
“神医”萧宏慈的“拍打拉筋”
法。有违常理的“拍打拉筋
治百病”，为何能在很短的时
间大受青睐，捧场者络绎不
绝呢？人们需要认清“神医”
们的一些“秘密武器”。

其一，心理暗示的医疗
作用。对很多亚健康或者
慢性病患者而言，在心理暗
示的作用下，有时会觉得症
状很轻。只要“神医”善于
宣传，取得患者信任，一些
患者可能会感觉到“奇效”。

其二，在疾病领域，有
些疾病不治可能会逐步恶
化，但也有相当多的疾病，
不治也会自愈。甚至，癌症

在 有 些 患 者 身 上 也 能 自
愈。“神医”都喜欢将一个个
可能是自愈的个体，吹嘘为
自己“治愈”。而这样的事
例，因为有很多真实的成
分，欺骗性就很大。

应该承认，一些“神医”
的做法，本身并非一无是处，
在某个层面对于人的身体可
能还有一些益处。但夸大为

“灵丹妙药”，就有了作假和
诈骗的嫌疑。对此，有关部
门应该进行限制，同时，对于
他们惯用的“武器”，更应及
时对患者进行提醒。

□善水（医生）

乐见防灾教育成
“开学第一课”

据报道，新学期开学，

北京房山区中小学第一课
是防灾减灾教育，“遇到大
雨洪水怎么办？”、“遇到地
震怎么办？”成为教师学生
热议的话题和演练的科目。

房山是北京 7·21 特大
暴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现
在痛定思痛，将防灾减灾教
育纳入了“开学第一课”。
不过，在防灾教育上存在欠
缺的显然不止房山。据昨
日《人民日报》报道，人民网
一项问卷调查显示，51%的
人知道一些自然灾害的逃
生知识，37%的人从未接受
过防灾减灾教育。这让人
很惊讶，也暴露了公共安全
教育的“软肋”，警示必须把
防灾减灾教育提升到国家
公共安全高度，使之成为更
多学校的“开学第一课”。

笔者建议，中小学应将

自然灾害分门别类编写成
教材，内容包括灾害特点、
逃生要领、急救常识等，与
文化课同教学、同考核，真
正做到灾难教育制度化、常
态化、规范化。

□尹卫国（工人）

对新标准电动车
该怎么管理呢

据报道，9月1日起，《机
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新
国标开始实施，时速在 20公
里以上、50 公里以下，重量
超过 40公斤的电动车，将被
作为轻便摩托车而纳入机
动车管理范畴。

由 此 很 多 人 解 读 成 ，
“驾驶者要办理上牌照、考
驾照、买保险等。”而在成都

等地，交管部门表示，“配套
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管理
办法尚未出台，类似强制上
牌甚至醉驾电动车要入刑
的说法并不准确。”

其实，《机动车运行安
全技术条件》只可算是“技
术标准”。其尽管是“具体
立法”的基础，自身却不能
作为执法的依据。各地制
定的“电动车管理办法”，才
真正是管理电动车的适用
法律。“技术标准”是地方立
法的考量之一，却不是唯一
考量。本地的交通状况、市
民的诉求，以及执法的成本
等，都是制定“新管理办法”
的依据。在“技术标准”让
很多人忐忑不安的时候，各
地的管理办法必须要多多
问计于民，慎重决策。

□然玉（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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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建设的超过300多
米的“东方之门”将是苏州
工业区的新地标建筑，但一
位网友将其照片上传到微
博之后，这栋摩天大楼立马
走红，引爆了网友们的想象
力。网友调侃其造型“就像
一条秋裤”，或者“一条低腰
牛仔裤”。还有网友开始PS
东方之门，为其“上半身”添
加了比基尼美女、绿巨人、
背干草的小女孩等。

虽然，在公共舆论中，
东方之门被指责为建筑设
计走“下半身路线”，但是在
业内，东方之门的建筑造型
设计却受到了高度评价。

东方之门是一家民企
投资兴建，和央视新大楼的
产权属性不一样，但“秋裤

楼”和“大裤衩”引发同样争
议。显然，这里边有同样的
问题，即一个城市的地标建
筑不但要赢得专业认可，同
样也需要获得公众的认同。

根据公开资料可以看
到，“秋裤楼”和“大裤衩”一
样都师出设计名门。据报
道，东方之门由英国RMJM
建筑事务所设计。近年来，
这家总部位于苏格兰的建筑
事务所在东方、新兴市场设
计了多个地标性建筑，而且
获得了多个奖项。苏州的东
方之门就建筑艺术而言，或
许有它独到之处。而引发如
此多的争议，只是在一定程
度上表明，公众意见被忽视
后的反弹。

东方之门为民间投资，

而非政府投资建设，但并不
是说，这个项目就和公众没
有关系。东方之门总高度
达 300 余米，这个“门”两腿
往湖畔一站，就是一庞大的
存在。如果，有当地市民不
喜欢其“秋裤”造型，却又不
得不看，那么，东方之门确
实“碍”了人家的“眼”。

因此，决定这个项目的
不能仅仅是专业的眼光，也
不能说，经过了有关政府部
门的审批就可以了。地标
性建筑的建设，有必要引入
公众评审程序。

这当然不是侵犯或限
制私人财产权利，而是，财
产权利的行使必然会带有
一定的负外部性，也就是会
给他人带来一些不利的影

响，应当慎重。
当然，引起争议的建筑

未必不优秀，如贝聿铭设计
的卢浮宫金字塔，而没有争
议的建筑可能也意味着平
庸。但什么样的建筑都不
能无视公众评价。贝聿铭
的金字塔设计方案很快通
过专业评审，可贝聿铭为了
说服法国人接受，却用了两
年左右的时间，甚至不惜在
卢浮宫广场前搭建了一个
等比例的模型。

与之对比，东方之门突
兀地出现在公众的面前，不
引起争论，恐怕是不太可能
的。面临各种不同的声音，
设计方不妨出来多做解释
说明，看能否说服大家接受
它。当然，这种说服工作，

最好是在动工之前。
现在，各地争相建设摩

天大楼，而一些大楼在粗犷
地侵占城市天空的同时，似
乎也在展示着城市规划的
粗暴。这些大楼不管投资
主体为公、为私，在民众那
里都可能会激起同样的反
感。网友将东方之门调侃
为“秋裤楼”，或许正是一种
不认可情绪的发泄。城市
的管理者和投资方应当就
此反思，规模宏大的地标性
建筑不是一幅摆在自家客
厅或画廊的油画，只要有专
业评价和个人喜好就可以
了，它是一个公共问题，必
须经得住公众挑剔的审美
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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