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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补课，“补”出的是教改漏洞
山东德州一所中学为

了逃避检查，400名高一学
生跟老师集体到河北省一
所学校进行补课。按照学
校要求，补习一个月，每人
要交1000元钱补习费。学
生称，补课自愿，但是假期
补课的内容，开学后老师
就不再重复讲了，因此只
能听从学校安排。

本地监管严，就把补
课的地点设到外省，“聪
明”到利用跨省“打游击”
来躲避监管，真是难为学
校能想得出这样的高招
来。学校绞尽脑汁要把补
课进行到底，显然不单单
是为了学生的学业考虑，
否则的话也不至于短短一
个月就要交 1000 元补课
费，而且还一再强调补过
的知识新学期上课不再讲
授。旁观者再迟钝，也能
感觉得到学校千方百计补
课背后的见钱眼开与求

“财”若渴。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对于学校想借补课闷头发

大财的“小算盘”，补课的
学生也好，最终掏补课费
的学生家长也好，未必不
知道，之所以还是接受了
高价补课的无奈现实，原
因何在大家都心知肚明。
素质教育的口号喊了这么
久，成效如何，看看学校为
了补课而挖空心思就能得
出一个并不乐观
的答案。学校的
跨省补课之所以
有市场，学校之所
以要冒着被追责
的危险跨省补课，
归根结底还是应
试教育的魅影在
作怪。对于分数
的片面追捧使得
再荒诞的事情都
有了存在的可能，
教育部设定的“雷
池”也就有了成为
某些学校眼中可
以随意跨越的水
沟的理由。

引导学校把
智慧用到教书育

人上而不是用到和教育部
的禁令“打游击”上，提醒
老师把心思用到提高教学
质量而不是借补课为名敛
财上，绝对不是惩罚几所
顶风作案的学校就能办到
的。毕竟，在无法从根本
上撼动现行的应试教育体
制的情况下，再不可思议

的补课都会有市场，再严
密的监管也难免有漏网之
鱼，再严厉的追责也不可
能从根本上震慑住学校打
游击补课的冲动。所以我
们才想再一次追问，真正
有成效、动真格的教育体
制改革还要让大家等多
久？ 广 则 文 右 左 绘

新华社消息，8月2日下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对“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相关6起刑事案件作出一审
判决，分别判处高伟忠等26名被告人有期徒刑16年至免
予刑事处罚。

据常识断定，这次刑事宣判算是上海“11·15”大火案
的程序终结。6月份，国务院已经依照有关规定批复调查
组意见，对54名事故责任人作出严肃处理，其中26名责任
人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8名责任人受到
党纪、政纪处分。横向比较，此事故问责对象的行政级别
创了新高，刑究覆盖也很客观。其中，国务院曾责成上海
市市长韩正作出深刻检查，对静安区区长张仁良行政撤
职、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殷鉴不远，追思不止。问责与刑罚都难以让温情重现，
也不能让亡灵重生，残存的记忆只能化作亲人的眼泪，年年
伴着祭奠的纸钱纷飞。因为沉重，无数人必将铭记“2010年
11月15日”，当天，上海市静安区胶州路728号公寓大楼发生
特别重大火灾事故，最终造成58人死亡，71人受伤。这起人
伦惨案，导致数百个家庭因此而阴阳永隔，鲜活生命在熊熊
火焰中消逝，那种悲痛即使是在外人看来仍觉撕心裂肺。

事故之后，公众总会愤愤的发现，事故完全可以避
免，但是小概率偏偏发生了，而且那只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的黑手总是模样近似，个个相识。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得出
的结论分为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详阅其文我们不难看到
官商勾结、失职渎职、层层转包等令人“耳熟能详”的原
因。首先是，管理松懈，施工人员违规在窗外进行电焊作
业，中标企业利欲熏心，使用燃点较低的聚氨酯保温材料，
电焊溅落的金属熔融物直接引燃，引发火灾。其次主要是
建设单位、投标企业、招标代理机构相互串通、虚假招标和
转包、违法分包，市、区两级建设主管部门对工程项目监督
管理缺失。人祸不止，民心则不思安。近段时间以来，路
桥垮塌、动车追尾、城市内涝等事件此起彼伏，一次又一次
无情消弭着公众的信心，政府公信力也受到不同程度削
弱，这是各级执政者应该强烈关注的信号。

当然，公众也需要记住人性的温暖、大爱的精神。上海
大火案被誉为“公民力量成长的见证”，去年11月21日是上
海“11·15”特别事故的“头七”之日，当天在现场除了上海市
民外，还包括专程从北京、广州等地赶去的外地公众，约有
十万人自发吊唁遇难者。人们用黑色丝带组成心形图案，
有人竖起了“上海不哭泣 我们在行动——让我们用最尊严
的方式送别无辜的生命”的展示板，并向路人发放免费的白
菊。自发的悼念活动也让外地公众看到了上海的新形象，
在传统认知中，上海人常被称作“小市民”“小气鬼”缺乏君
子大度，喜欢斤斤计较。而这次，人们收获的是感动和震撼
没有了自私自利，而是彰显大爱的公民精神。

再过100多天，事故周年祭将至。我们期望，不管是
问责与刑究的结果，还是亲朋好友的追思，都足以告慰逝
去的生灵，也足以警醒公众。 千帆

“治堵”不限公车
是一种倒退

广州治堵方案在限制公车上态度游移、反复无常，
既是对此前既有共识的一种颠覆，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
政策性倒退。

据《南方日报》报道，历经近8个月的反复修改，《广
州市关于改善中心城区交通状况的工作措施》日前出
台。人们发现，与今年1月公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方案
最显著的变化在于：“2015年前不再增加公务用车指标”
的表述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严格规范公务车使用管理”
这样一句空泛的表态。

媒体报道说，对于最终治堵方案不再提及限制公
车，有广州市政协委员表示失望。其实，失望的何止政
协委员。治堵方案在限制公车上态度游移、反复无常，
既是对此前既有共识的一种颠覆，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
政策性倒退。

公车数量太多、使用太滥的情形由来已久，民众早
已不堪其扰。尽管有关部门往往对于真实的公车数量
讳莫如深，或者只是以最窄的口径统计，但是，公众依然
能够通过那些闪烁其词的“信息公开”中，约略感知到一
些实情。以广州市为例，据媒体报道，保守估计，目前广
州的公务车数量应接近 20 万辆，占全市机动车保有量
(180万辆)的11%。大量的公车上路，不仅容易引起公众
对其是否私用的猜想，也加剧了道路的拥堵。

因此，为平息民怨计，为减轻堵车计，政府有关部门
都应该加强对公车数量的控制，不能放任自流，坐看公
车不断增长。无论限制的实际效果如何，至少在“限制
公车”的理念上，有关各方是早已形成了共识的。公车
没有道理无节制的增长下去，城市道路不应该继续承载
不断增加的公车。今年1月份广州制度方案(讨论稿)对
此给予高度关注，正是这种共识的体现、民意的体现，其
获得公众的普遍欢迎，是顺理成章的。

而眼下，最终方案却删除了限制公车的全部表述，这
样的倒退让公众难以接受。到底是一只什么样的手删掉
了限制公车的表述？条文删改的背后，又是经历了怎样一
次次权力与民意的博弈？这样的“终极方案”，究竟还能在
多大程度上赢得民众的信任？这些都是未知数。

试探着迈出了几步，最后却又回到了原点。“严格规
范公务车使用管理”，这样的原则性规定放之四海而皆准，
又如何能够约束某些机构极度膨胀的公车需求？有论者
认为，即便是方案中保留下“限制公车”的表述，也很难操
作。殊不知，如果连意见性的规定都没有了，岂不更无从
措手了。

可以说，限制公车在治堵方案中的反复轮回，也暴露
出广州市治堵方案缺乏公众参与的弊病。官员闭门制订、
修改方案，民众只能期望他们放下身段，却无法形成可以
与之博弈的意见。在这样的过程中，失去监督的官员删除
限制公车的表述，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印斌

“最牛违建”背后是“最牛渎职”
据新华社报道，本是一

个被浙江省、金华市均列为
重点项目的建设工程，却成
为 当 地 最 大 的 违 章 建 筑
——不仅改变了建筑使用
功能，更超审批建筑面积近
4万平方米。一旦违建行为
能以更改规划或“罚款转
正”的方式成功“闯关”，开
发商将因此获得8亿元以上
的额外利润。

该建筑与金华市政府
大楼隔街相望，直线距离

只有 100 多米。但自该项
目主体工程 2008 年 4 月动
工以来，在整个工程建设
期间，竟没有一家行政执
法单位对如此明显的违法
行为进行制止。更“牛”的
是，从 2010 年 8 月开始，百
余业主多次向金华市政府
等多个部门反映违规超建
情况，但始终没有得到确切
的处理意见。

直到2011年6月24日，
金华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局才作出“没收金华世贸项
目违法建筑面积 39918.45
平方米，并处罚款”的行政
处罚决定。该局负责人称，
这是目前对违法建筑最严
厉的处罚。

如果没有对渎职的追
究，这个“最严厉的处罚”也
将是金华当地政府最划算
的一笔“生意”。坐视违建
慢慢长大再一次性“没收”，
凭空就得了8亿元。看来，

“最牛”的并不是违法建筑，

而是当地政府。
“任何人不能因其违法

而得利”，这句古老的法谚
当然适用于开发商，同时也
适用于渎职者；法律必须让
违法建设者无利可图，法律
也必须让渎职者承担应有
的法律责任。在法律追责
上，“最牛违建”和“最牛渎
职”一个都不能少。若放纵
违法、放弃职责还有暴利可
图，那对地方政府将是何等
恶劣的示范！ 晓 妍



























一位基层文物工作者的60年坚持
本报记者 张 立 通讯员 杨建敏

核心提示

他是一位基层文物工作者，从事文物工作
60年，经他手保存下来的各级文物数千件，他促
成的古城寨遗址考古发掘，于2000年被列为国
家十大考古发现，他一生留下 100 多本工作日
记，一万多张珍贵老照片。出版《密县汉画像
砖》、《密县古文化遗址概述》、《密县汉画像石题
记》、《溱洧影痕——魏殿臣新密老照片》。他就
是被誉为当代愚公的基层文物工作者魏殿臣。
前不久，在他去世一周年之际，新密市召开座谈
会，追思其一生平凡中的伟大。

哪里有文物，
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初做文物工作，我还是高中下学的青年，
尚不懂文物这一行。当时只有一个信念：这是
党给我的一项工作，得认真搞好。不懂就学，主
动找工作去干……”魏殿臣生前的一段话，写照
他60年的坚持。

魏殿臣 1951年调入密县文化馆，从此，哪
里有文物，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每年，他都要步
行（后来是骑自行车）去全市各个文物点巡查几
次，新密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奔波的足迹。哪
里报告发现了文物，不论刮风下雨，路途远近，

他都要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进行抢救保护。
他在1972年2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

“刘砦公社王占魁反映，刘砦公社新砦大队
南头生产队（梁家台）西顶发现陶片、骨头、蚌
壳。面积约40亩。”

随后，他就赶赴现场，当时新砦大队正组织
群众平整土地，位于梁家台的高地挖出了文化
层，散落文物众多。魏殿臣直觉这是一处重要
遗址，当即找大队干部说明文物政策，坚决予以
制止。大队支书刘保才代表群众要求县里补助
一定的化肥，魏老回城向县里作了汇报，同意给
以补助。新砦遗址保护了下来，但向群众承诺
的化肥却一直没有兑现，以至于三十多年后来
到现场，新砦村干部还调侃：“魏老师，化肥什么
时候给俺们拨下来？”

就是那次保护下来的新砦遗址，1979年进
行首次考古发掘，专家提出了“新砦期”考古学文
化，填补了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的空
白。新砦遗址 1999 年列入国家重大社科项目

“夏商周断代工程”，2002年列入“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中国社科院建立考古工作站，进行长年发
掘；2003年发现了具有三重城垣的大型城址，被
专家学者考证为夏代早期夏启的都城；2006年被
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类似得到抢救保护的文物还有莪沟遗址。
河南博物院研究馆员在《中原考古大发现·叩醒
商城》一书中追忆道：

“密县文化馆文物专干魏殿臣恰巧当时正

在举办亦工亦农考古培训班……遗址已经被平
整土地挖去了西半部，碎陶片遍地都是……魏
殿臣心急如焚，马上找到村干部，要求他们立即
停工，对遗址加以保护，并同时向县文化馆领导
汇报了情况。于是文化馆派魏殿臣连夜赶往郑
州，向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和河南省博物馆进行
汇报。省文物工作队领导听完汇报后，认为情
况比较重要，便派郭天锁、丁清贤与魏殿臣一同
于当天赶往密县调查处理。”

随后，新密莪沟遗址被正式考古发掘，出土
了大批珍贵文物，补新郑裴李岗遗址之不足，为

“裴李岗文化”的命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6 年，魏殿臣冒着被冲击、被批斗的危

险，保护了法海寺地宫出土文物。《大河报》《厚
重河南·“新密古城”系列之法海寺》中写道：

“当时在开封的魏殿臣闻讯赶回新密，作为
文物工作者，他深知这些文物的珍贵，但因为自
己出身富农，他不便上前，于是在夜里他悄悄把
文物转移了出去。为防万一，魏殿臣又把所有
有文字的文物做了五份拓片，分头保存。就这
样，有关法海寺的珍贵史料被保存了下来。魏
殿臣先生当时也许不会想到，他保存的这些珍
贵文物，有些是绝无仅有的孤本，对于历史的研
究有着极其珍贵的参考价值。”

法海寺塔地宫中出土的三座宋三彩琉璃塔
和一个宋三彩琉璃舍利函成为绝世珍品，现保
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

从 1996年开始，魏殿臣开始研究古城寨城
址，并促成该遗址考古发掘，三年后揭开了古城
寨尘封五千年的神秘面纱：这是一处中原地区面
积最大、保存最好、具有都邑性质的龙山文化古
城址，被列为2000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拓碑，
已然成为他的习惯

作为文物工作的副产品，打拓片成为魏老
的习惯。岁月更迭，他早年拓的不少碑刻、汉画
像砖或散失、或被毁，如黄帝宫八阵图碑、岐固
寺赵孟頫碑、修德观明代问道碑等今已不存，留
下的拓片成为珍贵的资料。

1980年至 1982年 3年间，他和开封文物工
作队的崔耕同志利用麦假、秋假休息时间，深入
全市广大乡村，对散存的汉画像砖进行了抢救
性拓印。多年后，崔耕在《访拓画像砖的苦与
乐》一文中追忆道：

“1982年夏，我同魏殿臣、李二楷背着拓片
工具，重点访查了密县大隗镇北沟，这里住着几
十户农民。我们与村干部取得联系，从沟口挨
门访察，群众不理解是干什么的，我们还得一户
一户讲明来意。每到一家，像鬼子进村一样，伙
房、厕所、院内排查搜索，一有发现，即扫土洗
刷，铺纸拓印。厕所臭气扑鼻，也要忍耐，能得

到一幅新的画像，就是他最大的快慰……兴奋
之余，写小诗以纪：

“中州圣地尽奇观，古郐偏爱画像砖。朱墨
传拓寻野趣，一枝艳杏点芳园。”

1983年，他从这些拓片中精选出二百余幅
画像，编印出《密县汉画像砖》一书由中州书画
社出版。这是“文革”后我国最早出版的画像砖
类书籍。

他用镜头记录了
新密60年的沧桑巨变

1951年魏殿臣进入文化馆工作后，由于宣
传工作需要，当时政府就把一台从日本人手里
缴获的德国产相机配给他。他从此结缘摄影，
用镜头记录了新密60年的沧桑巨变：1953年的
托儿所，1958年水库建设工地，1973年“五代井”
出水，1976年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1977年知
青下乡，1979年的县城灯展……

在魏殿臣家，两柜子相册、一包包底片、一
本照片索引，为后人留住了岁月和感动。2009
年初，新密市摄影家协会马建敏、周绿坡、王铁
栓、慎广建等人对他的照片进行了整理，精选百
余幅照片编纂《溱洧影痕——魏殿臣新密老照
片》出版。

在该书的首发式上，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主
席于德水说：“在河南这块土地上，一个人搞摄
影跨越时代这么长，又拍摄了如此成系统、高质
量的摄影作品，在我省摄影史上还是前所未有

的。这不但是新密摄影人的骄傲，也是我省摄
影界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重视和研究魏殿臣
的摄影作品，让它们在新时期发挥应有的作
用。”

77岁还在义务调查古树

2005年春，在新密市伏羲山深处，活跃着
一群找大树的老人，他们访问、测量、拍照、
记 录 ，一 丝 不 苟 ，俨 然 训 练 有 素 的 科 技 人
员。这群可敬的老人，是新密市黄帝文化研
究会的古树名木义务调查队，林业部门没有
进行的工作，他们提前做了。当年已经 77 岁
的魏老是其中最忙碌的一个：访问、测量、拍
照、记录……一个都少不了。

古树，一般指树龄在百年以上的大树；名
木，是那些树种稀有、名贵或具有历史价值、纪
念意义的树木。古树名木历经沧桑，冷眼看世
界，是一个地区历史的见证，是重要的自然资
源，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但是长期以来，新
密市的古树名木却缺乏保护和管理。

魏老是黄帝文化研究会的摄影师，每次开
展活动都要拍照存档。调查古树名木，他兴致
最高，不顾年高腿疼，和大家一起攀山过涧，仿
佛回到了少年时代。为了拍好一棵古树，魏老
或卧或扒，置尘土荆棘于不顾。每次调查完回
到家里，他都要对调查资料分门别类进行细致
整理，最后整理出两大本的《新密市古树名木图
录》。魏殿臣生前在打印拓片魏殿臣生前在打印拓片（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19651965年的新密老城法海寺塔年的新密老城法海寺塔 （魏殿臣（魏殿臣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