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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1.9 月 8 日 A10 版

《淮南工商局清退 12 万
“考察费”》（校对：翟永
军 编辑：梅栋）一文，
第 3 栏第 1 段倒数第 1、
2 行“考察的形成安排
出现了偏差”中，“形
成”应为“行程”。

2.9 月 8 日 C04 版
《宜人的街道被消灭》
（校对：李铭 编辑：邓
玲玲）一节，第 2 栏第 2
段倒数第 5 至 7 行“所
谓街道就是上面与居
住 或 办 公 都 没 关 系 ”
应 为“ 所 谓 街 道 就 是
上面是居住或办公都
没关系”。

■ 社论

“刨出被埋学生”书写教师的价值
我们感动于代课教师朱银全“刨出被埋学生”，实际上，还有更多“朱银全”也在为农

村教育默默做出贡献，我们的社会，不该让“朱银全”们吃亏。

9月7日，云南昭通市彝
良县连发两次 5 级以上地
震。地震发生后，角奎镇发
达中心学校云落小学唯一的
代课老师和乡亲一起，用双
手刨出7名被埋学生。遗憾
的是，被埋较深的 3 人已遇
难。（据9月8日《生活新报》）

刚刚发生的云南彝良
地震，已致80人遇难，795人
受伤。面对这场灾难，除全
国各地救援队伍已赶赴灾
区救援之外，灾区许多民
众，也在与震灾抗争，尽最
大努力挽救生命，这种公民
精神无疑令人动容。

一个 22 名学生的村小

学，只有一位代课老师，还
是本周二刚刚上岗。面对
突如其来的地震，本在亲戚
家吃饭的代课老师朱银全，
第一时间冲回学校呼救，才
侥幸从死亡线上抢回了4条
年幼的生命。人们感动于
代课老师的勇敢，悲恸于生
命的夭折，也感叹于偏远农
村老师的不易。

在教师节即将来临之
际，这个“刨出被埋学生”的
案例，再度书写了教师的价
值与职业精神。以教师来
说，尽管有过地震“范跑跑”
的争议，但整体来说，在危
机面前，教师往往绽放出了

闪光的价值。比如，在汶川
地震中为救孩子牺牲掉的
谭千秋、袁文婷等老师，车
祸瞬间推开学生，自己被轧
双腿截肢的“最美女教师”
张丽莉等。这些感人肺腑
的案例之所以层出不穷，不
仅是因为教师个人的道德
光辉，还因为这个职业本
身，是将教师的荣辱命运和
孩子们紧紧捆绑。

所以，一个重视孩子、
重视未来的国家，必须重视
教师。从理念来说，这的确
早已是我们社会的共识。
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加强
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其

中再度强调，要“依法保证
教师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
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
均工资水平”，“对长期在农
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
作的教师，实行工资倾斜政
策”等。

应该说，这些要求很有
必要，但也已经不再新鲜。
之所以今天仍在不断强调，
原因无他，很多地方落实的
并不好。“最美女教师”张丽
莉在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
执教五年多，一直没有正式
教师编制，没有医保，每月
薪水仅为千元左右；而这次
在地震中校舍整体垮塌的

云落小学，只有一名代课教
师，午餐只能去附近亲戚家
吃，其待遇可想而知。

这些案例，都足以证明
教师权益保护、教育投入不
足等问题，依然不容忽视。
我们感动于代课教师朱银
全“刨出被埋学生”，实际
上，还有更多“朱银全”也在
为农村教育默默做出贡献，
我们的社会，不该让“朱银
全”们吃亏。各地有必要认
识到，对教育的充足投入，
获益的绝不仅仅是教师自
身，相反，如果在教师投入
上的不足，牺牲掉的可能是
孩子们的权益乃至生命。

■ 观察家

“福建开放异地高考”
期待示范效应

从 2014 年起，凡在福建
高中有三年完整学习经历
的非户籍考生，都可在福建
就地报名参加普通高考，允
许参加本科、专科层次录
取，并与福建考生享受同等
的录取政策。（《海峡都市
报》9月8日）

相比之前山东省开放
异地高考来说，福建省的开
放更令人刮目相看，也更具
有示范效应。

山东并非人口流入大
省，而福建情况不同。统计
显示，福建 2009 年已接收
58.09 万名外来工子女进入
义务阶段学校学习，这一数
据比上海的 47万还要多，面
对这么多的外来人员子女，
福建能不设置监护人条件
限制，完全根据学生学籍开
放异地高考，对我国其他省
市开放异地高考，有示范价
值。

当然，福建开放异地高
考，也有本地的“优势”。一
是本省户籍考生近年来逐
渐减少。福建省高考报名
人数 2008 年达到最高值，为
32.7万，此后逐渐下降，今年
仅为 25 万多，下降了 7 万。
这为开放异地高考提供了
空间，按照目前的外来人员
子女数据，开放之后，每年
新增的人数不会超过7万。

二是福建一直保持高考
录取率提高，包括在本省高
考人数快速增长的时间段，
据统计，2000年，福建省高考
报名人数为9.8万人，录取人
数为 4.8 万人，录取率不到
50%。此后报名人数以每年
2～3 万人的规模逐年增加，
到 2008 年达到最高值 32.7
万人，高考录取率达到65%，
这一组数据给大家的感觉

是，高考人数增加，录取几率
并不会下降。

三是福建优质高等教
育资源并不多，通过教育主
管部门协调，在开放异地高
考的情况下，优质高等教育
资源的竞争不会更激烈，录
取比例反而可能提高。这
是当地考生最关注的——
目前高考的竞争主要集中
在一本阶段，二本、三本和
高职院校在不少地区已遭
遇零投档。根据福建省提
供的数据，2012 年一本录取
率为 12%左右，如果维持目
前的一本率，以每年新增 5
万考生计算，一本计划增加
6000 人，这对福建来说，在
得到国家教育部门支持的情
况下，并不是多大的难题，今
年高考招生中，当地一本就
增加计划近2000人。

以上这些条件，其实我
国很多省市都具备：本地生
源在持续减少、高考升学率
也容易维持在较高水平（全
国高考录取率平均已经达
到72.3%，考虑到弃考学生，
录取率其实已超过75%），那
么，对于流入人口如此多的
福建省都能做到全面开放，
其他省区市有何理由不能
做到呢？期待更多省市能向
福建看齐，给随迁子女平等
的求学与升学机会。只要当
地政府下决心，并得到教育
部门的大力支持——国务院
下发的异地高考意见指出，

“教育部、发展改革委采取适
当增加高校招生计划等措
施，保障当地高考录取比例
不因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参
加当地高考而受到影响。”那
么，按学籍报名高考在我国
大多数省市都可实现。

□熊丙奇（学者）

期待更多省区市能向福建看齐，给随
迁子女平等的求学与升学机会。

■ 来论

“捆绑售校服”剥夺学生自主权
秋季开学之际，河南

信阳职业技术学院作出一
项规定，新生须到某电信
运营商处预交120元话费，
该电信运营商将免费发给
一套必需的新校服，否则
连买新校服的地方都没有，
新生将无法参加军训。许
多新生为此犯了难。

将新生到某电信运营
商处预交 120 元话费作为
领取必需新校服的前提条
件，否则就不能参加军训，
这等于剥夺了大多数学生

的自主选择权。假如校方
非要规定新生须购新校
服，这与电信运营商也毫
不搭边。学校可以通过招
标统一定制，然后按照成
本价售给新生，无须让电信
运营商掺和近来。电信运
营商讲究产出率，他们插手
不仅只为自身赚钱，而且还
向学生强加了意志，迫使学
生放弃了自愿原则。

新生入学报到的第一
印象非常重要。校方本该
趁机向新生展示良好的校

风和学风，给新生上好良
好印象第一课。然信阳职
业技术学院不顾这些，首
先推出捆绑领校服行动，
这难保不带有功利目的。
如果其与电信运营商存有
交易，并非是为新生好，想
让新生“捡个大便宜”，而
是只为自己好，好让自己
从中“捡个大便宜”，那么，
这会损害学校在新生心目
中的形象，换得的只能是
得不偿失的恶果。

□张永琪（记者）

昨天早上，接到朋友
电话，问我教师节快到了，
给孩子老师送什么？这一
下提醒了我，我差点忘了，
下周一就是教师节。

每到教师节，就为给
老师送什么礼物而纠结。
不送吧，怕老师不高兴；送
轻了吧，怕老师看不上；送
贵重的吧，又怕玷污纯洁
的师生关系，从小给孩子
一个不良示范。

说实话，我觉得教师
节时，学生向老师道一声
节日快乐，如此平淡而温
馨，其实足矣。据我所知，
一些孩子家长确实通过教
师节给老师送重礼，帮助
孩子获得一些好处，对此，
我十分反感。但我更知
道，许多学校和老师，是从
内心反对教师节孩子给老
师送礼物的。

我相信，像我这样，为

教师节如何给老师送礼而
纠结的家长有很多，显然
对于教师节送礼，家长有
着许多的想法和顾虑。那
么学校能不能主动一些，
化解家长的顾虑呢？比
如，学校或老师在教师节
前主动给家长发条短信，
呼吁一下不要给老师送
礼，共同来净化校园的风
气，可不可以？

□采儿（市民）

教师节，我该不该给老师送礼

佛山市民陈泽培的房
子位于鹤洞街 19 号，是间
双层华侨楼。6日，他赶到

“升平路—莲花路片区”改
造施工现场，发现自己的
房子“（拆）剩下一间小房
间（厨房）”。（据《大河报》）

既然是“误拆”，你还
能怎么办？人家不是故意
的。问题是“误拆”之后怎
么办？按照官方的意思，
既然房子已经拆掉了，那
这块地方和房产也就是被
征收了；同时也不可能达
到回迁的要求，不能给予
额外赔偿，只能按照原补
偿方案执行。总之，通过

“误拆”，一切都是按照官
方的意思办。

如今，用“误拆”来代替
非法强拆，已经是许多地方
政府和开发商采取的一个
无赖手段。有律师统计，从
2009 年到现在，媒体报道
的“误拆”事件就达近百起，
都是在与被拆迁户还没有
达成拆迁协议的情况下房
子被“误拆”了。而这样的
手段泛滥，很重要原因是对

“误拆”惩罚不够。
对于“误拆”，必须给

予迎头痛击，而不能让他
们得到好处。一方面，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按照“故

意 毁 坏 公 私 财 物 罪 ”惩
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
严重情节的，判处3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另一
方面，对于遗留问题的处
置 ，决 不 让 违 法 者 占 便
宜。以本文中被“误拆”的
陈泽培一户为例，在“误
拆”之后，应按照最高标准
落实回迁房和其他补偿。

如 果 我 们 不 能 制 止
“误拆”，如果“误拆”成为
普遍经验，则公民的财产
权必然遭遇践踏，而法律
只能成为一纸空文。

□殷国安（职员）

用“误拆”代替强拆应予严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