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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独家庭为生二胎盖30余个章
据北京晚报报道，根

据相关生育政策，夫妻双
方皆为独生子女的可生
二胎。7个月前，王梅与
老公在周围同事、朋友们
的羡慕声中，宣布“意外”
怀上了老二。接下来，已
有一个月身孕的王梅开
始为即将诞生的第二个
宝宝奔波办理生育证。
没想到过程颇费周折，王
梅与全家人一起行动，盖
了30多个红章，带着50
多页的复印资料、身份
证、户口本等各种证件奔
波。备齐所有材料后，计
生办要王梅找10位邻居
开座谈会寻求生二胎意
见，在邻居同意下才能
生。等拿到可以生育第
二个子女的生育服务证
时，王梅肚子里的孩子已
经7个月了。直到那个
时候，她和家人才终于感
到如释重负。

城管外包
难避责任外卸之嫌

城管外包，物业公司人员走上街头执法，这是
哪门子社会管理创新？难得还有人“叫好”：深圳
大学管理学院一位副教授说：“城管外包确实降低
了政府成本，提高了效率，让市民享受优质服务，
又给企业带来利润，可谓多赢局面。”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要说赢，顶多就是“双赢”——地方
政府甩了包袱，接手企业捡了便宜，至于“让市民
享受优质服务”，几近梦呓。试想，将城市管理交
给一帮没有执法权，甚至连一套像样服装都没有
的人，市民怎能放心。报道中提到的那家物业公
司，就曾发生员工夜间调戏女子、将女子家人打伤
的事件。

别说鱼龙混杂的私人物业公司，就是正规城
管也颇受“名不正言不顺”困扰，其设立、执法、处
罚等在社会上都存在着诸多争议。支持者认为，
城管的身份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
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其执法依据则
散见于各类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地方规章等。反
对者则以《宪法》、《刑法》的高度质疑城管的强制
执法权，并以城管之种种“劣迹”指证其存在的不
合理。

身份暧昧、素质参差、职业声誉差、管理权限
宽、监管失范……这样的队伍不出事是奇迹。因
此，哪怕是支持者，也不得不认为城管的法律定位
必须更清晰，队伍管理必须更严格，执法行为必须
更规范。正规城管尚且如此，遑论处于乌合状态
的物业公司？不说物业公司的牟利冲动足以使他
们忘记承包之时的许诺，将企业利益凌驾于公共
利益之上，仅就那些身处底层的保安人员，有心态
不好者一旦获得额外权力之后，就会肆意滥用权
力，变本加厉，去欺负那些比自己更弱势的人们，
以宣泄自己的郁闷，寻求心理补偿。

“城管外包”无异于“购买暴力”，给社会造成
的混乱、给法治带来的伤害比城管更甚，实践也证
明了这一点。2009年10月，郑州金水区花园路办
事处推行“城管外包”新政，结果引发多起恶性冲
突。如2010年11月，中牟县 70多岁的农民张会
全进城卖菜，遭到郑州市众邦物业公司工作人员
的辱骂和殴打，物议哗然。“城管外包新政”也于
2010年年底折戟。

有人认为，只要严加监督管理，“城管外包”模
式完全可以趋利避害。且不论监管需要额外追加
成本，可作殷鉴的是：作为事业单位存在的城管，
都像个经常闯祸、要“家长”擦屁股的“坏孩子”，何
况来路不明的？

城市需要管理，管理需要创新。“城管外包”，
责任外卸，显然是“伪创新”。真创新，一方面要以
疏代堵，以更多的便民、惠民代替简单、粗暴的禁
止，让公众感受并理解城市管理者的苦心、善意，
进而转化为行动支持城市管理。一些地方开辟专
门场所，引导流动摊位入室经营、规范经营，便是
以疏代堵的公共管理案例；另一方面，多施仁政，
惠泽百姓。仁，不仅表现在城管执法过程，更人
性、更温柔，还体现在富民政策上，让百姓更富足、
更文明，从而提升城市的文明程度。 练洪洋

据报道，某城市试水城管外包，2007年
引入物业公司参与城市管理，然后多区效
仿。记者梳理发现，一些物业协管俨然变身
执法人员，独立、暴力执法，涉嫌权力寻租收
取保护费等现象时有发生。

干部应拥有
“诚信身份证”

山西省河津市一名科级干部履历
造假事件有了新进展，曾11次填报不
同出生日期、伪造学历的该市住建局
局长薛新民，8日被免去行政职务。

“百变局长”的称号，描绘着薛新
民的人生轨迹。为了入党、升迁，他需
要年龄大时就改大，需要年龄小时就
改小；需要工龄提前时就提前；需要学
历高时就改高。本应严肃准确的履
历，成了可随意揉捏的橡皮泥。“百变
局长”终被免职，这是对群众举报和媒
体曝光的正面回应，亦是捍卫制度尊
严的必然要求。

履历造假显然违反了《公务员法》
的相关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更是禁止在干部录用、考核、职务
晋升、职称评定等工作中，“隐瞒、歪曲
事实真相或者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
规定为本人或者其他人谋取利益”。
而薛新民造假20余年，2010年才受到
了“略施薄惩”的党内严重警告，今年
2月还能在舆论风波中调任住建局局

长。少数造假者如此“位稳权固”，折
射出怎样的问题？

从一身是假的王亚丽到一路造假
的薛新民，近年来，官员履历造假频频
被曝光。一个常见的处理逻辑是，当
事人被群众举报、媒体报道之后引发
了舆情震动，有关方面在舆论压力下
终于“动真格”。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有的干部
当初只是蚁贪，但慢慢成为硕鼠。同
样的道理，如果干部连履历也敢造
假，那会不会如法炮制其政绩？如果
造假成本总是很低，事后问责总是千
呼万唤始出来，那又怎能遏制后来者
为“前程”修改履历的冲动？面对造
假干部，一些部门为何手下留情，睁
只眼闭只眼，甚至企图“大事化小，小
事化了”？

姑且不论这种“宽容”背后是否存
在利益输送。从观念上反思，对造假
之害认识不足，尤其无视干部造假对
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的损伤，是重要的

思想症结。表面上看，“百变局长”10
多次修改履历是个人行为，但由于其
公职身份和社会影响，造假游戏也在
挥霍当地政府的信用资源。从不无担
忧的街谈巷议中，从网友的拍砖乃至
恶搞中，人们感受到的不只是“百变局
长”个人信用的破产，更有政府公信等

“无形资产”的悄然流失。
“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

之本也”。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一
大支柱，党的干部理应成为求真务实
的表率，把说真话、办实事作为政德底
线，如此才能用好手中权力，取信于
民。如果容忍造假行为、宽纵造假干
部，让造假者吃香，难免形成恶劣的破
窗效应，也让不少公众面对干部简历，

“自发”地滋生怀疑情绪。
“百变局长”虽然被处理，但如何

让干部拥有“诚信身份证”，实现政府
公信力保值增值，依然是摆在党员干
部和监管部门面前的一道难题。

王石川

不公布状元数
亦难改变唯分数论

去年北大、清华承诺不再公布状元数，力图
避免形成招生恶性竞争。算起来，今年是两校
不再公开比拼状元数的第二年。不公布高考状
元数，按理当然是好事一桩。但从政策导向看，
北大、清华此举更像是被逼出来的一种结果。
在此之前，教育部对禁止炒作高考状元已是三
令五申。但是，除山东、广东等少数省份外，不
少地方还在热炒高考状元。北大、清华不公布
状元数，固然可不再成为众矢之的，但因“状元
热”总体未见退烧，其降温作用相当有限。

高校热衷于公布高考状元，不止是为了炫
耀自身，还是为更好地选拔优秀生源。虽说北
大、清华承诺不再公布状元数，暗地里对“掐尖”
却丝毫没放松。去年高招期间，由于部分地区
没有公布高考状元，北大、清华等高校招生老师
竟想出发微博寻找高分考生等“妙招”。这表
明，重点高校争抢优秀生源的恶战，并未因不公
布状元数而减压。这一新举措不仅没有遏制高
校的招生偏好，也未能有效缓解社会对高考状
元的追捧。

“状元热”并非高校炒作的后果，也不见得
就是社会追捧所致。在这其中，高校更多起到
推波助澜的作用。“状元文化”在中国具有悠久
传统，许多人至今摆脱不掉骨子里的状元情
结。在应试教育下，高考状元更成为学校升学
率的直接体现，以及子女教育的成功标志。围
绕着这一产物，社会上还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商
业活动。有的地方甚至把高考状元视为政绩。

个别重点高校不公布状元数，充其量只是
不再对“状元热”火上浇油。要降低社会对高考
状元的过度关注，根本出路还在于大力推行素
质教育与自主招生，改变唯分数论英雄的现
状。教育家刘道玉称：“如果继续争状元，过去
让我钦佩的北大清华就没有前途没有希望。”南
科大校长朱清时也说：学生要争100分需要浪
费很多时间和资源，最后学生的创造力都被磨
灭了。这些真知灼见，反映了教育家对应试教
育的批评，以及对提高素质教育水平的呼吁。

北大、清华不能仅满足于不公布状元数，而
将以往对优秀生源的“明争”转为“暗战”。在不
公布状元数的同时，这些高校还应加大自主招
生力度，扩大招收综合素质高的学生，为培养真
正一流的人才打下坚实基础。目前，北大、清华
仍然是高考状元集中营，这充分表明相关举措
并未触及高招体制的核心。 魏英杰

“落户式婚姻”的
算计与悲怆

为了成为真正的“北京人”，不惜寻求精神病
人的“帮助”，通过“婚姻捷径”获得一个京城户口，
该名外地女子这种攻于算计的做法令人生厌。然
而，刨去道德层面的价值判断，当“黄粱美梦”遭遇

“梦醒时分”，我们还是多少能够从中读出一丝个
体的悲怆与哀鸣。

必须承认，尽管“逃离北上广”的说法日渐高
涨，但相比零星的离场者，更多的人则像飞蛾扑火
般涌向这几座代表着繁荣与进步，交织着理想与
欲望的大都会。然而，森严的户籍壁垒却使他们
不得不舔舐“久在异乡为异客”的苦涩。

于是乎，找“土著”结婚便成了许多外来者，特
别是弱势女性的重要法门。当“落户式婚姻”成为
一种现象，与其说是“人性之恶”使然，毋宁说是拜
社会现实所赐。

一方面，巨大的区域差异、不均的资源分配使
得北上广拥有了其他地方不具备的城市魅力。别
的不说，单就教育一项而言，根据北大法学院的一
项研究课题得出的结论，安徽考生考进北大的概
率只有北京孩子的1%。换句话说，落户北上广是
每位“理性经济人”趋利避害的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坚硬的户籍政策却在各种堂皇理
由的装扮下徒增着迁移者的“机会成本”。对此我
们不禁要问：既然接纳了外来者的劳动与税收，凭
什么不让他们分享自己的资源与福利？要是没有
户籍政策的阻碍，谁会愿意嫁给精神病人？

由此而言，王某不过是现实“子宫”中孕育出
的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悲剧人物。如果区域
间的发展失衡得不到改变、户籍壁垒不能够彻底
破除，那么“落户式婚姻”便不可能彻底消失。

王 烽

查处“药袋苹果”
需要动真格

在人们眼里营养而健康的苹果，竟然会套
在气味刺鼻的药袋里长大。而且这些套苹果的
药袋基本都是小作坊生产的三无产品，所用药
的来源不明，药的掺入量极随意，药的危害性更
难以估量。

据称，苹果套药袋在栖霞等地已流行数年，
但当地政府显然重视不足。去年11月份，山东一
家电视台曾在栖霞暗访，曝光了果农使用的苹果
药袋，之后当地政府掀起查处行动。然而，从最新
调查的情况看，当地的药袋生产依然红火，药袋的
销售依然处于半公开状态，记者在当地驱车百余
公里，沿途发现大量果园都在用药袋。

在如此严峻的事实面前，当地官方的态度
却颇为乐观。今年4月，栖霞市副市长鲁明义在
关于严禁生产、销售和使用药物果袋的电视讲
话中表示，从“摸底调查”的情况来看，目前买卖
和使用药袋的，只是“个别企业”，“个别果农”。
真不知道这样的“摸底调查”是怎么去查的。

栖霞是红富士苹果的主产地之一，被称为
中国苹果之都，应该说，这样的口碑和声誉来之
不易。作为当地政府，显然应珍惜这样的声誉，
小心地加以维护。本来，苹果套药袋从少数人
所为到大范围蔓延，当地政府没有有效进行干
预，这已属失职。在苹果套药袋曝光后，当地政
府却欲草草应付了事，这更是错上加错。

鲁明义副市长称，“如果药袋现象的传言也
像‘三鹿奶粉’、‘四川柑橘大实蝇’等事件一样
扩散开来的话，对栖霞苹果产业的打击将会是
毁灭性的，全市果农赖以致富的财源将会毁于
一旦”。一方面想对舆论的曝光有个交代，一方
面又怕查处规模太大，砸了自家的招牌。这样
的判断堪称明智，不过既然要查，就下定决心，
动真格，而不是瞻前顾后，不敢施展手脚。

对于“药袋苹果”，希望栖霞和招远两地政
府拿出刮骨疗毒的勇气，依法进行整顿治理。
虽然这看似有损当地苹果产业的声誉，但同时
政府的强力查处也会给公众以信心，长期而言，
更有利于当地苹果产业的健康发展。相反，如
果态度继续犹疑，“药袋苹果”将成为挥之不去
的阴霾，逐渐将当地苹果产业的声誉侵蚀殆尽。

此外，“药袋苹果”的查处，不能仅寄托在苹
果产地的政府部门身上，作为国家主管部门，应
同时介入，查清楚“苹果药袋”所含农药成分，找
到这些农药的生产源头，依法进行打击，并借此
完善检测标准和检测方法，对各地批发和零售
市场销售的苹果加强抽查检测。如此，“药袋苹
果”才能无所遁形。 韩 涵

一天内16名学生溺亡悲剧不能再发生

一日之内16名学生溺水死亡，令
人震惊。这还仅仅只是媒体曝光数
字。鲜活逝去的生命，刺痛人心，这样
的悲剧不能再发生了。

孩子爱玩水是天性，禁止他们靠
近水域也不现实，而且作为认知不够
成熟的学生，总会有贪玩和忽视水域
危险的时候。作为孩子的家长、老师、
社会，都有责任保护孩子的安全。但
不少孩子溺亡的事例告诉我们，如何
让孩子们学会正确的自救和救人方法
极其重要。

在高家村的这起事件中，几位同
学在紧急情况下团结救人，但是引发
了更多落水，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在
出现溺水突发事件时，首先要冷静，选
择最佳方式，最好的方式是投入木板、
救生圈、长杆等，让落水者攀扶上岸。
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再选择下水救人

和搭人链。显然，这些孩子们都不知
道这些。然而，学校和家长们则有责
任让孩子们知道。这些基本生存技能
教育以及实战演练，无疑是学校安全
教育中的薄弱环节。

一些发达国家都把游泳纳入中小
学体育的必修课程，使他们都能够掌
握游泳的基本技能和救生知识。当
然，中国很多地方并不具备开设游泳
课程的条件，但是，即便如此，学校也
应尽力让学生掌握基础的救生知识。

在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事故中，
溺亡占比很高，在有些地方甚至占据
首位。面对一日16名孩子溺亡的惨痛
事件，教育部门和学校以及家长们应
该反思，究竟应该做些什么了。比如，
下个学期的开学第一课，能不能多给
孩子们讲讲这些求生的技能？

姚 景

高考刚结束，社会关注热点转移到招
生工作。日前，清华大学正式启动高招工
作，承诺不公布高考状元数。

作为烟台红富士主产区的栖霞和招远，
年产苹果十几亿公斤。记者调查，一种多是
小作坊生产，无任何标示的药袋被当地果农
大量使用。这种药袋将包裹幼果直到成熟，
白色药末直接与苹果接触。这些药袋所用药
物疑为退菌特和福美胂，对此，药袋生产商和
销售商都讳莫如深。

6月10日，教育部在其
官方网站发布《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山东湖南黑龙江三
起中小学生溺亡事故的紧
急通报》。通报称，2012年
6月9日，山东省莱芜市莱
城区杨庄中学7名初三学
生结伴在莱芜汇河下游游
泳时溺水身亡；湖南邵阳市
隆回县桃洪镇文昌村5名
小学生在桃洪镇竹塘村向
家山塘游泳时溺水身亡；黑
龙江哈尔滨市呼兰区方台
镇7名学生在松花江边游
玩时，4人溺水身亡。教育
部要求立即开展全面排查。

随着北京海淀法院的判决尘埃落定，外地
女子王某的“长安梦”碎了一地：为了落户北
京，王某与精神病人小张登记结婚。后被张某
监护人发现，起诉到法院。日前，法院以“婚前
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
治愈的，婚姻无效”为由判决二人婚姻无效。(6
月10日《京华时报》)

同位素测年靠谱，成人头骨断代
亦准确，因为这符合实证考古和科学
测算的原则。可是仅就传说和女娲
塑像，就断定发现的头骨属于“三皇
时代”的“娲皇遗骨”，恐怕失之偏颇。
联想到安阳曹操墓引发的学界和舆论
界大哗，“娲皇遗骨”恐怕又是一起浮
躁考古、轻率认定的功利标本。

众所周知，考古发现最直接的效
应，就是华丽转身为旅游景点，提升
地方的知名度。正因为如此，各地对
挖墓和利用死人“文化”搭台唱戏特
别热心。若把传说中的“三皇之一”
娲皇用考古坐实，女娲遗骨将产生怎
样的考古热效应不难窥知？这不是
诛心揣测，而是近年来考古界浮躁唐

突和地方权力功利至上的逻辑推断。
且看“娲皇遗骨”考古发现的逻

辑非理性。远古洪荒时代的历史，因
为时代久远，加之古人认知有限，口
耳相传的故事不乏夸大其词和添油
加醋的成分。现代人能够认定的是，
女娲象征着曾经的母系氏族社会。

至于抟土造人、蛇首人身，则不过是
玄而又玄的神话。常识是，考古应建
立在考古实证的基础上，而不是像小
说家那样去演绎历史。很显然，专家
们首先把传说中的女娲认定为事实，
再根据头骨展开想象。这种逻辑判
断得出的结论真假如何，不难想象。

稍通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国
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尚无确切的
考古证据证明其存在。又何况是早
于夏禹的“三皇”和“五帝”呢？远古
洪荒的老祖先们可以用神话的浪漫
去诠释他们的历史，现代的考古学家
和历史学家却要多些科学思维和逻
辑理性，不要那么武断和功利。

张敬伟

女娲遗骨别成浮躁考古的功利标本
据北京大学C14同位素测

年，成人头骨为6200年前的测
定结论，以及明代当地人的墨
书题记，日前在山西吉县人祖
山娲皇宫女娲塑像下发现的
“皇帝遗骨”，可能属于传说中
史前“三皇时代”的“娲皇”遗
骨。(6月10日 新华社)

半年办下生育服务证，王女士的办证经历颇费周折。符合不符合条件，拿着
政策一对，当事人心里很明白，但在相关部门得到确认却不是很容易。这里面有
手续复杂繁琐等程序问题，也有信息管理不共享等技术障碍。盖30多个红章，带
着50多页复印资料，这种情况并不只是办理生育证中所独有，也是很多行政审批
的通病。让公众少盖几个章，少跑几趟腿，行政审批改革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挖
潜。 漫画/朱慧卿 点评/张玉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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