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灵魂的校训
不足为训

校训，校训，一校之训。《辞海》对校训的解释是：
“学校为训育之便利，选若干德育条目制成匾额，悬
见于校中公见之地，是为校训。其目的在于使个人
随时注意而实践之。”

冯友兰先生在论大学教育时说：“大学既是专家
集团、自行继续的团体，所以一个真正的大学都有它
自己的特点、特性。由于一个大学所特有的特性，由
哪一个大学毕业的学生，在他脸上就印上了一个商
标、一个徽章，一看就知道他是哪一个学校的毕业
生。”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所大学都是有生命的，它
为学生们打上容易辨识的印记，因而它的校训亦会
有自己的个性特征。

校训不是随意之作，更不该是应景之作。一所
大学繁衍发展、生生不息，必有其深广的传统习惯，
并日久而形成一种精神气质。好的大学，校训不可
能与别人相同，正如一个人的眉眼和另一个人不可
能长成一样。河南大学曾是一所了不起的大学，它
的校训是：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哈佛大学的校训是：
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
友。这样的校训谁能与之“同质化”？假如一所大学
照搬照抄这样的校训，但它能照搬照抄其文化积淀
吗？能照搬照抄其个性与精神吗？

校训同质化、标语化现象严重，显现的是教育的
程式化、空洞化、虚浮化。梳理39个校训，“创新”在
11所高校校训中成了“万金油”，反映的恰恰是创新
能力的低下。创新不是口号，不是急功近利，而是生
动的实践。创新与创造是教育的灵魂，但是沦为口
号、“万金油”，却是失魂落魄。

没有根基、没有灵魂的校训不足为训。如果不
能承载思想，不能承载知识上的独立、学术上的自
主，不能“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那么，校训就
什么都不是，仅是几个字儿而已。

校训反映一个大学文化厚重与否，校训体现一
个大学的精神。但是，现在许多大学衙门化，越来越
浮躁，越来越没有文化了。大学像是一个官场，许多
大学的校训并不是长期固定的，而是随行政意志变
来变去。以行政为主导，搞出来的校训粗鄙浅陋，似
乎哪个学校用着都行，但放在哪个学校身上又都缺
少意蕴与内涵。 今 语

只要是大学，都会有校训。但至少超过半
数的大学生，却记不住自己的校训。

近日，一项针对国内256所大学的调查显示，
有192所学校的校训都是“四词八字”的口号式，
还有个别大学校训甚至完全相同，高校校训同质
化、标语化现象严重。（2月24日《武汉晨报》）

关乎生命健康的环境安全信息，居然被锁在一
个叫“国家机密”的箱子里，公众是难以认同的。吾
土吾民，生于斯，长于斯，聚家人于斯，亦必终老于
斯，公众有权知道这片土地上的真相。

其实，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就明确，对于“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都应该公开。政府环
保部门进行调查后得到的土壤污染情况，当然是关
乎公民“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应当予以公开。甚
至2007年，当时的环保总局在自己公布的《环境信
息公开办法(试行)》中，也明确“环境统计和环境调
查信息”，应当向社会主动公开。

既然环保部承认“环境调查信息”应公开，又为
何将调查结果藏诸密室，视为国家机密，“确保万无
一失”呢？污染情况的调查结果，算不算国家机
密？按《保守国家秘密法》规定的原则，只有在泄露
后，会造成“国家的安全和利益遭受损害”的信息，
才可以作为国家机密，不能任意公开。而国家土壤
污染调查信息，在向公众公示之后，只会让公众认
清目前严峻的环境形势，有利于凝聚环保共识，出
台有关产业升级、提高排放标准的政策，解决环境
问题，国家安全、社会利益都不会遭到损害，怎么能
将其认定为“国家机密”呢？

对此，人民日报在其官方微博发表评论称：“是
涉及秘密不便公开，还是担心引起不满不敢公开？
非典疫情初期和PM2.5引发关注时，都曾是不能言
说的秘密，说开了天也没塌。遮掩只会让人猜测：
我们被骗了。”

其实，无论环保部公布或不公布，污染都在那
里，只增不减。讳疾忌医无助于解决污染问题，藏
着掖着反而导致公众的误解。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环保部门的“压力山大”。
30年来的经济奇迹严重透支了中国的环境质量，目
前正是环境问题的集中爆发期，环保部门自然首当
其冲。最近，就有当地的一些地方民间人士悬赏几
十万元，“邀请”环保局局长下河游泳，让环保局局
长体会一下当地污染的严重程度。虽然，近年来政
府的环保部门一再升级，从环保局到环保总局，再
到环保部，但长期以来，环保部门还是缺乏强硬执
法手段的“软衙门”，很多污染项目是在畸形政绩观
的指导下，按地方长官的意志违法上马，地方环保
部门也有颇多无奈。

前一段时间，各地频发的雾霾天气，春节期间
曝光的无良企业将污水向地下排放等环境问题，让
国人对于环保建立起这样的理解：在可能的环境崩
溃的灾害面前，我们谁也不可能独善其身；环保不
再是奢侈品，而是必需品。这提供了一个彻底解决
环境问题的契机，环保部门应顺势而为，把真相还
给公众，让我们共同担当。解决环保问题首先应从
真相开始、从互信开始，讳疾忌医无助于解决污染
问题。 沈 彬

1月30日，北京律师董正伟向国家环保部
提交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
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但环保部以“国家机
密”为由拒绝公开这一信息。事实上，原国家环
保总局与国土资源部早在2006年就曾做过全
国土壤污染调查，但污染数据至今没有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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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是通过集中性采购，将财政资金用到
明面上，以此促进政府支出透明化，但调查表明，

“只买贵的”“不买对的”，仍然较为普遍，这不仅让
一项理应“阳光”的政务蒙上了阴影，而且对政府公
信力也会形成伤害。政府采购价格何以高于市场
均价，原因不言自明。无非是拿公共资金牟取一己
之私。值得研究的关键在于，这种寻租空间何以能
够轻易形成。

政府采购的制度设计并非不完备，既有相关法
规，也有实施细则。但是，实际情况是，“防火墙”起
不到应有作用，审批关、招投标关和事后公告关都
存在不少疏漏。以审批为例，政府采购资金需要由
财政部门出，而审批权就掌握在财政部门手中，审
批关口很容易形如虚设。在招投标环节，虽然程序
是开放式的，但实际上政府采购方中意的企业，很
容易通过围标等手段中标，导致“价低者得”成为空
话；在事后公告环节，由于对于公告缺乏规范，而只
公布结果，因此社会各界难以从中获得监督支点。

政府采购制度不能发挥有效作用，从根本上说
是因为政府采购作为典型的政府行为，实际上处在
封闭运行的状态中。买什么、向谁买、怎么公之于
众，基本是政府说了算，外部监管力量无从介入。
由于不存在一个可以真正将政府采购权束缚起来
的“笼子”，所以，不出现政府采购价高于市场平均
价的情况，反而会是咄咄怪事。

还要看到，预算制度的不够科学，从另外一个
角度刺激了政府采购价格的虚高。一些政府单位，
为了防止下一财年预算被减，总会在年底前突击花
钱。预算结余多的单位，为了花完钱，宁愿让采购
价一涨再涨。让政府采购真正阳光起来，正常起
来，需要治的痼疾不少。其一，政府采购是政府行
为，应由政府内部完成，就更需要决策民主化。其
二，政府采购的相关监督权，不能过于集中，而必须
分散。比如，审批权力可以交给人大，以此避免自
己监管自己的问题。这也是公共财政成为阳光财
政的必由之路。其三，目前仍显粗糙的招投标和公
告环节，需要重新设计，使之真正发挥出监督作
用。而最好的监督方式，是采购由政府完成，监督
权则主要交给社会。其四，财政预算，还需向科学
化专业化大幅迈进。政府部门不应是“高富帅”，而
应做“葛朗台”。当政府部门的钱来得不是那么容
易，花的时候需要仔细掂量之时，“只买贵的”的豪
放劲儿，自然会收敛。

政府采购，是行政行为的一个窗口。是否得
当，是否科学，是行政力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行
政体系改革，不妨把政府采购作为一个重要突破
口。 利 秋

中国社科院日前发布的《法治蓝皮书》披露，
政府采购价格虚高问题十分突出，资金浪费严
重，背离制度设计初衷。部分地方政府去年1月
至9月采购的商品，八成高于市场平均价，超过
一半的商品价格高于市场平均价1.5倍以内。

愿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是十八大的

庄严承诺。如何化为行动、变成现
实，中央领导关注，人民群众关切。

今年初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继
续锁定“三农”，7 亿农民迎来平等参
与现代化进程的新机遇。春节前出
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直面现实生
活中的问题，确立了“收入倍增”、“差
距缩小”的目标。我们看到，前不久
各省区市召开的两会都在制定政策，
推出实现公平正义的相关举措。

公平正义是人民的向往、幸福的
尺度。以实干贯彻十八大精神，要求
各级干部在执政理念上对实现公平
正义有更加深刻的认识。我国正处
于社会转型期，利益主体多元、利益
诉求多样。公平正义不仅是求解利
益均衡、化解矛盾的钥匙，更重要的
是，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
求，符合老百姓的共同愿望，是一个
重大的政治问题。越是加快发展，
越要树立维护公平正义的理念，越
要破解公平正义的时代课题。经验

表明，避开“中等收入陷阱”，妥善处
理好公平正义的各方面问题，才能
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健康有序，也
才能按照十八大描绘的蓝图，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公平正义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
的各领域，各级政府在制度上作出
设计，尤为重要。如何推动农民工
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让每个孩子都
能成为有用之才？如何全面建成覆
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如何
冲破社会不公背后的特权思想障
碍？如何解决在某些方面的利益固
化藩篱？如何实现权利公平、机会
公平、规则公平？这一切，都需要在
实践中不断探索，寻求破解方案，逐
步完善构建公平的支撑与配套政
策。当前，应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的公平正义问题，拿
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解决好群众
身边不公平的现象。

公平正义应体现在社会管理各
个环节，各级公务人员要树立公平正

义的价值取向。各级干部特别是领
导干部掌握着一定权力，在决定政
策、制定规则、裁定是非等方面，居
于主导位置。维护公平，要通过依
法依规的管理来实现；主持正义，要
依靠各级干部的工作来落实。一个
地方和单位能不能做到公平公正，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干部有没
有公平意识，能不能按法规和制度办
事。领导干部要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在社会管理各项事务中，自觉践行公
平正义。

实现公平正义，是一个长远目
标，也是一个敏感的现实问题。做好
这项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尽善尽
美，也不能急于求成、苛求绝对。必
须坚持实事求是，充分考虑现实的条
件和可能，积极稳妥地推进这项工
作。我们深信，勇于面对问题，积极
解决问题，我们在实现公平正义的道
路上就一定能够走得更好，助力中国
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稳步前
行。 任之言

这个调查结果不会令人意外。现行养老金保
障体系，是先对不同人群进行划分后再加以设计
的，这种设计带有短缺时代的明显的计划色彩。由
于国家财政难以对所有人的养老保底，因此实行了
养老金双轨制。养老金双轨制的存在，是刺激不公
平感产生的根本原因。

老有所养，是正常社会应该追求并努力达到的
目标，而且不应该因为在工作年限内从事的工作不
同而有过于悬殊的区别。一个人在工作年限内对
社会的贡献率多寡，与其工作性质不存在直接关
联。长远来看，取消养老金双轨制，填平目前存在
的较大保障落差，是应有之义。没有这一步，养老
金保障中的不公平感就不可能真正消除。

填平养老金保障落差，还会对人们的择业导向
产生积极影响。近年来，不能创造财富的机关事业
单位门庭若市，创造财富的企业组织乏人问津。尽
管个人就业选择属于自由权利，但这种过于偏颇而
又高度一致的价值取向，不利于社会和经济发展。
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保障“待遇”，是造成这种现
象的一个重要方面。

填平养老金保障落差，养老金资金的充沛是关
键。遗憾的是，目前，养老金是否存在亏空，都没有
明确答案。一种意见认为亏空可能多达18万亿，另
一种意见认为亏空是个“伪命题”，即使出现亏空，
国家财政也完全可以弥补。

从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未富先老”的年龄
结构看，不管养老金是否存在亏空，养老金支付压
力越来越大都是不争的事实。轻言国家财政可以
解决可能的亏空也是危险的。一方面，蓄满养老金
的池子，不是简单依靠国家财政拨付就能实现，而
应主要依赖于市场化手段。比如，将养老金结余打
造成长期战略资本，实现保值增值，以避免未来因
为货币对内贬值可能造成的“含金量”不足，减轻人
们的不安感；另一方面，如果说国家财政足以防范
亏空风险，那双轨制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由国家
财政完全承担，岂不更能体现公平正义，消除人们
的不公平感？

减轻人们的不公平感，让国家财政包圆暂不现
实，增加企业支付又可能有损经济。比较切合实际
的做法是，降低个人缴纳比例的同时，让机关事业
单位参保者也参与缴纳，以此缩小落差并保证养老
金结余不致下降过快。同时，从加大财政承担和提
高养老金结余利用率两方面入手，使之最终成为所
有人能够依赖的“未来资本”。 徐立凡

让“狗不叫干部”更多些
“驻村一年，乡亲们的狗见了我

不叫了，而是直摇尾巴。”驻村干部洪
家纲风趣地称自己是“狗不叫干
部”。 浙江省桐乡市开展机关干部
“进百村住千家联万户”实践活动一
年多来，驻村干部创新绘制的“基础
村情民情五色地图”，在驻村干部和
群众之间架起了一道联系的桥梁，让
“三门干部”变成了“狗不叫干部”。
（2月24日《人民日报》）

普通百姓家里养的狗见了陌生人
会“汪汪汪”直叫个不停，而见了熟人
却直摇尾巴。这些现象恐怕连幼儿园
的小孩都知道。然而，现实生活中，一
些干部官僚主义的思想根深蒂固，深
入基层调研多是走马观花，喜欢听听
汇报、看看材料，即使来到田间地头也
多是做做样子、走走过场。桐乡市的
许多驻村干部则截然不同，他们对百
姓的生产生活情况了如指掌，与群众
心贴着心，就连乡亲们的狗见了他们
都直摇尾巴。

干部作风如何，看他到基层的表
现就能猜个五六分。有的干部经常是
皮鞋擦得“锃亮锃亮”，偶尔下乡也是
手拿公文包，见到百姓递过来的凳子
由于害怕脏而不敢坐，听到百姓提出

的问题由于不掌握情况而不敢答，这
样的干部往往在群众面前要么沉默寡
言、惜字如金，俨然一副官员形象，要
么“拍脑袋、拍胸脯、拍屁股”，其实，这
样的干部群众打心眼里并不喜欢。

“有时夹个本子进村民家，人家会
拿看外人的眼光看着你。”桐乡市驻

村干部倪煜的这句话说到了群众的
心坎里。因为在百姓们看来，这样
的干部像是来“做客”，而不是真心
实意帮助他们发家致富，解决发展
难题，所以，百姓总是习惯于用异样
的眼光看他们。

基层是一本读不完的书，要想
把这本书读深读透，首先需要端正
态度，把群众当亲人，视百姓为父
母，拜他们为师，向他们求教。其

次，帮群众所难，解群众所困。
让“狗不叫的干部”再多一些，需

要读懂、读透基层这本书，与群众打成
一片，对基层的角角落落、社情民情一
清二楚。国家需要这样的干部，群众
喜欢这样的干部，想必这样的干部也
会越来越多。 申国华

由中国社科院组织完成的中国社会保障
发展报告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只有17%的人
认为养老保险能够完全满足生活需要，认为不
能满足的达到39.1%；36.4%的人感觉领到的
养老金不公平。相较而言，公平感最强的人群
是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参保者和新型农村
社会养老保险参加者。

可怜天下父母心。任何时候，孩
子违法犯罪，最受伤害的都是为人父
母者。从舆论反馈来看，“家庭教育”
首当其冲，绝大多数媒体和论者都认
为“慈父多败儿”、“过度娇惯纵容”乃
是造成李天一今日的主因。“星二代”
坑爹与家庭教育的缺失当然不无关
系。养不教，父之过，作为一个尚未成
年的年轻人，李天一在被劳动教养释
放不到半年时间，再次犯上性质更为
恶劣的轮奸妇女罪，家庭教育的先天

不足显而易见。但我认为，如果我们
仅仅把星二代坑爹的反思视角立足于
家庭教育，其实是非常狭隘的。

事实上，从已知的信息来看，李双
江的家庭教育很难简单地用“失败”来
形容。李天一 4 岁学钢琴、8 岁学书
法，均师从名家，并且达到了很高的水
准——— 这样的教育正是眼下绝大
多数家庭所追求和艳羡的教育模式。
或者，我们不该以结果来论证李双江
家庭教育的失败，而更应反思为何这
样看似正统的教育没有培养出一个知
书达理、善良正直的李天一？其实，对
孩子娇生惯养乃至溺爱纵容，在很多
家庭都存在，但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
会成为“李天一”，两者之间真的有密
不可分的联系吗？

看得见的家庭教育之外，还有看
不见的特权，从叫嚣“我爸是李刚”的
李启铭，到公然袭警的李正源，再到今
天的李天一，莫不如此。我坚信再有
权势的家庭，也不希望孩子走上邪路，
他们的家庭教育从形式和内容，看似

与普通家庭并无二致，但由于这种基
于身份而形成的特权，教育往往从一
开始就发生了变异。而等到孩子从家
庭走向社会，这种特权的影响力就会
更加明显。大多数情况下，普通人家
的孩子即使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也
会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去遵守法律和
各种社会规范，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可
以倚仗的关系和利用的资源，而星二
代、官二代和富二代们，则无这样的风
险意识，出了事总有父辈为他们遮风
避雨，甚至轻易地摆平一切，而整个社
会也因为媚官媚富媚名人的劣根性，
会给予他们更大的容忍度。如果这个
社会没有特权的存在，每个阶层的人
在社会规则面前都得到公平的对待，
想必也不会出现如此多坑爹的儿子。

因此，“坑爹”现象的本质，不是家
庭教育出了问题，而是因为社会特权
的存在。“李天一”不是一天炼成的，

“李天一”也不是一个人，他们正为他
们曾经享受过的特权而付出着沉重的
代价。 吴龙贵

2月22日，李双江之子李冠丰
(原名李天一)涉嫌轮奸女子被刑
拘，目前该案正在审理中。另据报
道显示，李天一之父，今年74岁高
龄的李双江已气病送医，其母梦鸽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数度哽咽，恳
求社会和大众能宽容其子。(2 月
24日《华西都市报》)

据《海峡都市
报》报道，两个多月
来，每天凌晨不到
4点，家住福州鼓
楼区某小区的街
坊，就会被几只大
公鸡准时叫醒。这
栋楼有租户在阳台
养了一群鸡，给媳
妇坐月子吃。日
前，在街坊的投诉
下，社区民警介入，
责令该租户在3天
内将鸡移走。

中国自古就
有田园诗的梦，流
风所及，许多人身
在都市，却心系农
事。若住得起别
墅，在自家院里养
鸡斗狗，谁也不会
拦你。没有这个
条件，却硬要在都
市里梦想田园，民
警勒令其“还俗”，
不亦宜乎？

漫画/春 鸣

半夜鸡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