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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禽兽校长”
一路亨通

教师被喻为“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人类
灵魂的工程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校长是党政
干部，更当是教师中的楷模、教育事业的中坚力量，
既对教育事业思虑长远，又是改革并推动之的有力
践行者。在学生心中，校长不仅是不容侵犯的行政
权威，还是安全公正的坚强守护者。然而，一幕幕
令人发指的“性侵案”，都指向了每个人心中的这枚

“神圣光环”。
是什么机缘让这些“禽兽校长”得以“一路亨

通”？同类事件频现，看似偶然的背后，非必然脱不
了干系，因为没有脱离了必然性的偶然性。教育部
门的失察之责难辞其咎。校长不该是教育管理的

“真空地带”，只让其懂得怎么约束教师，却忘了怎
么约束自己。在市场冲击和利益诱惑下，一些干部
心为物役、贪污腐化值得我们警惕，还有一些干部
价值虚无、精神空虚也要值得提防，他们对社会、对
人民的伤害没有孰轻孰重，带来的恶劣影响却有远
近之分。“校长性侵”要比“校长贪腐”造成的社会危
害更大，还有多少这样的“校长”在潜伏？会不会就
在我们的身边？家长们的集体焦虑和缺乏信任感
必定不利于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而孩子从中受到
的影响更是难以估量。

教育不是教师一个人的事业，也不是家长和孩
子的双方行为，这是一项社会性的事业。正如挪威
作家易卜生所言：“每个人对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
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诚哉斯言。

“禽兽校长”的出现，有教育部门的失察之责，也有
我们每一个人疏于对孩子的关心和爱护，我们不能
把孩子的安全完全寄希望于那些不比我们更疼爱
他们的人。这样的事该如何预防，先从自己做起，
是我们应当认真考虑的。我们是不是需要再多一
点时间陪伴孩子，再多一点耐心倾听孩子的心声，
再多一点关心倾注孩子，无数个“再多一点”，就会
让这种“万一”少一点可趁之机。

同时，我们对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也要辩证
看待。有“问题意识”，也要有“过程意识”；有“权
利意识”，也要有“法治观念”；有“批判精神”，也
要有“建设心态”。俗话说，少数人靠觉悟，多数
人靠制度，因此，思想引导和制度约束缺一不
可。未来的监督，不仅要靠自媒体和全媒体，更
需要依赖健全的制度，而这，有待众人一起发
力。 宋 华

从海南校长开房性侵女童案开始，“校长性
侵”成了近期互联网上的热词和关键词，甚至一
连几天都有新的案情、新的“校长”曝光于天下，
丑闻接连不断，一时间，一个个让人见之可厌又
思之可怕的“禽兽校长”不绝于耳，充斥着网络，
我们在惊叹、愤慨和担忧之余，不禁要问：“禽兽
校长”何以“一路亨通”？

公共物品，请勿触碰
南京未成年人丁锦昊绝对没有

想到，他旅行途中留在埃及神庙的一
处题字“丁锦昊到此一游”，竟让自己
暴得大名，不仅累及父母，连母校也
跟着遭殃。“一人犯罪，株连九族”，这
句古谚，在互联网时代，以一种奇诡
的方式获得了延续。

早知有这样的严重后果，无论是
丁的父母，还是丁本人，恐怕都不会
让这样的事发生。事到如今，悔之已
晚。然而，在旅游景点或公共建筑留
下“到此一游”字样的，丁锦昊不是第
一人。而且，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
一个。即便有一天，这类留言真的绝
迹了，我认为，那也并非因为人们失
去了这样的冲动，而主要是慑于惩罚
的结果。这是为什么呢？

不用特别留意就会发现，猫、狗
等动物会在自己的活动范围留下排
泄物。动物学家告诉我们，这是动物
宣示“主权”的一种行为。君不见，齐
天大圣孙悟空与如来佛斗法时，就曾
在五指山痛快地撒了一泡尿，且题上
一句“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如果说在公共建筑上乱涂乱画
是一种陋习，那么，这是一种世界性

的通病。在欧美，此种行为亦随处可
见，其形式五花八门，统称为“涂鸦”，
而喜欢制造这类行为的人则被称为

“涂鸦爱好者”。
从法理上来说，在公共物品上题

字或涂鸦的行为之所以是错误的，重
点不在于题字或涂鸦的行为本身，因
为它也许是根深蒂固的人性的一部
分，而在于这个行为施之于公共物
品。换言之，如果这类行为实施的对
象是当事人本人的私人财物，它就没
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因此，重要的
是，要让公民从小就了解公共物品不
得据为私有的道理。

反观现实，不得不说，国人对于
公共物品的不可私有性的意识是非
常淡薄的。比如，农民承包土地中的
公共道路部分总是不断受到两边承
包人的蚕食而日趋狭窄；城市公寓楼
中的楼道总被各个住户堆满私人物
品。在上海一些老的公寓楼，存在一
个常见的现象：很多居民出于防盗考
虑都将自行车摆放在楼道，使得原本
不宽的楼道变得更加难以通行。至
于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场所，虽明
令禁止拍照，但很多游客还是拍个不

停。这里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
以为公共物品就是人人可以用之，如
果自己不用就是“吃亏”了。

另一方面，公共物品的“无主”特
征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个人侵占公
共物品现象的发生。当公共物品遭
到某些个人侵占时，由于缺乏具体的
权利拥有人，从而不会及时出现权利
维护行为。公共物品受到个人侵害，
与公共物品的维护及管理的不力有
密切关系。事实上，在丁锦昊案例
中，埃及方面的导游也解释称，刻字
行为之所以能得以实施，与卢克索神
庙管理方的监管不力有很大关系。

反之，如果监管得力，则情况大
为不同，比如，丁锦昊事件后，国内一
些世界文化遗产单位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反馈，最近几年游客类似的题字
有所减少，因为园方加强了文物保护
工作，如北京十三陵的工作人员表
示，近年来，游客在园内写字、刻字的
现象明显减少，主要是因为园内的一
些重要文物派有专人看守，一旦发现
有人在文物上刻字，会立即报警，按
照毁坏文物走法律程序。

方旭东

年轻人精神早衰
是一种社会病症

早衰，就是不到衰的时候就衰了，提早衰了。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精神早衰，现在的年轻人，活
得太累，活得没意思，没味道，身体、精神常处于疲
惫状态，怎么可能不出现早衰现象？

不衰不正常，衰了才正常。衰是身体感受，亦
是心理感觉。衰与现实是对称关系，是对生活的一
种感应。处在“亚历山大”中，谁能天天精神抖擞地
活着？

当下的年轻人一踏入社会，就知道了锅是铁打的，
领略到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7件事的得之不易。

他们早衰于高房价的压力中，西班牙《世界报》曾
这样评论：中国的高房价，毁灭了年轻人的爱情，也毁
灭了年轻人的想象力。他们本可以吟诵诗歌、结伴旅
行、开读书会。但现在，年轻人大学一毕业就成为中
年人，像中年人那样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他们的
生活，从一开始就是物质的、世故的，而不能体验一段
浪漫的人生，一种面向心灵的生活方式。

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会有在社会上拼一把的冲
动，都不愿被打败。但是现实会教育他们，社会的生
存环境被人为地毁坏，竞争的不公平不公正如影随
形，挡着他们的努力向上之路。或许做了很多次的
拼搏，但都被现实打得丢盔弃甲。社会压力太大导
致人的精神很差，看不到前途，心生烦躁，又无可奈
何，作为有血有肉有思考的常态之人，焉能不早衰。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埋在这样的
幻境里：那里城管不打人，孩子都能上得起学，穷人
都能看得起病，百姓买得起房，大学生普遍得到就
业，那里物价基本不涨，交通基本不堵，环境基本改
善，罪犯基本消失，百姓安居乐业。”如果这梦可圆，
多数年轻人可以得到自身的人生实现，哪会有那么
多的精神早衰？

过早变得世故圆滑，少了锐气，是早衰；缺乏奋
斗和冒险精神，是早衰；总是关注物质，缺少精神追
求，是早衰；经常怀旧、感叹老了，对很多事提不起
兴趣，是早衰。过多的年轻人精神早衰，整个社会
也会提不起精神来。精神早衰，是一种可眼见可感
受的社会病症，并会对社会进步产生阻碍。因而，
医治精神早衰，需个人想办法，更需整个社会想出
办法。 今 语

逼迫“就业”
就是逼迫造假

不用说，这就是全国皆知的就业率造假大潮中
的一朵“浪花”。既然这家公司也不打算要这些学
生，为什么要签虚假的“协议书”？因为学生哀求。
那学生既然不进这家公司，为什么哀求老板签一个
假协议？因为学校逼的。学校规定，5月18日不签
订就业协议书，就不准参加第一轮论文答辩。就业
与否已经显得很不重要，无论如何，也得先把毕业
证书和学位证书拿到手。不然的话，四年大学岂不
是白上了？

表面看来，学校是用不准参加论文答辩来逼迫
学生早日签订就业协议书。但是，本质上就是逼迫
学生造假。就业问题大于天，哪一个学生找工作都
不需要学校的督促。学校督促是为了保证就业
率。他们虽然不要求学生造假，但学生除了造假能
有什么办法？

学校为什么不惜逼迫学生造假来提高就业
率？一是教育部门有这种规定，就业率连续两年
低于 60%的专业，调减招生计划直至停招。弄个
虚假的就业率才能保住这个专业。二是更要靠
就业率欺骗考生。没有一定的就业率，将来没人
填报这所学校、这个专业，那学校和相关专业岂
不要关门？那些校长、教授岂不要失业？为了他
们自己有饭吃，继续当校长、当教授，只好用虚假就
业率骗人了。

就业率造假的事，教育部门是知道的。几年
前，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就表示，如果高校在就业率
上有造假行为，教育部在审核评估高校工作时将实
行一票否决。对于个别高校毕业生虚假签约的情
况，教育部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会认真查处，绝不
姑息。这个“一票否决”看起来很得力，但实际情况
是，即使造假也很难查实。对于上文里那三个造假
的协议书，学校还打电话到单位核实，单位的回答
是，确实和三个大学生签订了协议书。

所以，教育部门不应简单地说什么“一票否
决”，而应禁止逼迫学生签订就业协议书。因为只
要这种逼迫一出现，就肯定是逼迫造假。今年河南
省就规定，对就业率造假者实行“一票否决”。同时
严格执行“四不准”：即不准以任何方式强迫毕业生
签订就业协议和劳动合同，不准将毕业证书、学位
证书发放与毕业生签约挂钩，不准以户档托管为由
劝说毕业生签订虚假就业协议，不准将毕业生顶岗
实习、见习证明材料作为就业证明材料。现在看
来，还要加一条：不准把签订就业协议作为论文答
辩的前提条件。

这“五不准”应该转发全国高校，在“五不准”基
础上签订的就业协议，或者才能反映相对真实的就
业率。 殷国安

如何堵上
“营养餐”中的毒素

自2011年秋季开始，中央财政每年拨付160亿
元专项资金，为3000多万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孩子，
提供每人每天 3 元餐补。试点范围包括 680 个县
(市)、约2600万在校生。这是政府扶贫扶困、助力民
生的又一好政策。给许多偏远贫困地区的孩子们的
求学路上增添了温暖。

《国家营养改善补贴计划实施细则》明确提出，
专项资金必须保证每一分都用到孩子身上。但是，
自启动“营养餐”以来，部分地区学校分散、没有食
堂、资金缺乏，致使学校选择最简单的“面包加牛奶”
的模式，供应食品的企业又缺少监管，为了保证利润
降低了质量和管理，补助被挤占挪用。导致了“营养
餐”的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所谓的营养餐，竟成了引
发学生集体中毒黑手。

营养餐是一项好政策，但好政策如何执行好，让
学生真正受益呢？这首先要保证财政补贴全部落实
到位。就目前物价水平，3元补助只能保证学生吃
饱，而难以吃好。据最新一期《新世纪周刊》报道，在
整个贵州省，只有安顺及其所辖市县的营养餐标准
为4元（其中1元由地方财政补贴），即使如此，营养
餐也只能管饱。由此，不难想象其他地区推行营养
餐的情形。

可见，眼下比较迫切的一个问题是，重新核算
营养餐成本，适当提高中央财政拨付水平，并对地
方配套资金进行明确规定。要让营养餐真正有营
养，就有必要升级“套餐”，加大补贴力度与配套
资金拨付水平。与此同时，可以鼓励社会力量参
与其中，通过做加法的方式，为营养餐计划添加营
养元素。

当然，无论是否增加财政投入，要让营养餐计划
不变味，都离不开严格的管理监督。对此，《农村义
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有详细规定，关
键在于落实。如细则规定的（地方）主要领导负责
制、校长负责制、陪餐制以及留样制，倘若执行到位，
就能有效杜绝营养餐质量问题。但对于一旦发生问
题该怎么处理，却缺乏有力的惩罚措施。例如，对发
生质量问题的企业，仅以中止合同了事，难以形成足
够的震慑力。

这表明，要保障学生营养餐的长久安全规范运
作，还必须加强和完善监督与追责机制。特别是要
进一步发挥社会监督作用，让家长和公众介入营养
餐的日常监督。营养餐有没有质量问题，其实不难
发现，难就难在学校或地方能否按规定如实公开相
关信息。

营养餐计划是一项民生工程，既已启动，政府就
负有不可推卸之责。由是观之，才不会陷入“政府的
初衷是好的”之类的模糊认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
说只要政府有所投入就不该苛责，而应坚持只要有
权力介入的地方就需要监督的观点。也只有这样，
才能推动政府把一项好的政策真正办好，保证学生
营养餐不变味。 庄 媛

青海大通548名学生“营养餐”食物中毒；
广西都安400余名小学生喝“营养餐”牛奶腹
泻；云南富源某小学给学生供应发霉面包做营
养餐……短短一个月内，多地接连曝出学生“营
养餐”食物变质、中毒事件。接连曝光的“问题
餐”引发公众广泛关注和质疑：“营养餐”究竟营
养了谁？(《中国青年报》)

滥用“实名制”与依法行政相悖

日前，昆明下辖的安宁市实行
“买口罩实名制”遭质疑，舆论压力之
下，安宁市工商局紧急撤销相关通
知。但媒体进一步调查发现，其实，
近期包括安宁在内的昆明下辖各县
区市，面临“迎南博保稳定”的任务，
都有类似规定，除了“买口罩实名制”
之外，根据目前可查到的官方通报资
料，还涉及打字复印实名登记以及禁
止销售白色T恤衫等等。

“实名制”是一种保障交易和经营
安全的重要行政监管手段，在一些领
域确有其存在价值。但不可忽视的
是，实名制的不当运用也容易损害公
民的合法权益，不仅增加了民众负担，
而且会侵害公民的隐私权和交易权。
因而，实名制的运用，必须有正当的理
由和明确的法律依据。

但从公开报道的信息看，昆明在出
售口罩、打字复印时“实名制”的依据，
仅仅是县级工商部门的“红头文件”甚
至是内部规定，因而没有相应的法律依
据，“实名制”的目的是什么，官方至今
欠社会一个说法，这种不明不白的“实
名制”受到广泛质疑也是必然的。

在强调依法行政的今天，政府的
行政行为应该严守法律边界，不可随
心所欲。早在2004年，国务院发布的

《全面贯彻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就指
出，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应当依照

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没有法
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行政机关不得
作出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
权益或者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义务的决定。

显而易见，昆明有关县区市关于
出售口罩、打字复印实名制、甚至禁止
销售白T恤衫等行为，影响了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增加了公
民的义务，与国务院的要求明显冲突，

超越了法定行政权力的界限，违反
了职权法定的原则。

事实上，不管昆明“实名制”有
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也不管其背
后有什么样的隐情，但在没有法律
依据的情况下，行政权随意侵入私
人领域，都体现了法治意识的淡漠，
更暴露了权力的越位与乱作为。社
会的“稳定”最终靠的是法治，违法
的维稳，其实是社会不安定的源头。

法治政府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
政府的权力行使不越法律雷池半步，
敬畏公民权利。昆明“实名制”事件表
明，法治政府的建设注定不会一蹴而
就，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个别地
方，出现多次的反复甚至短暂倒退都
是有可能的。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
开政府的主动“自我革命”，也需要公
众持之不懈的监督和推动。

秦梦鸽

近日，《重庆晨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腾讯
大渝网与966966公众服务中心热线，对4030
名重庆居民进行的一项在线调查显示，92%的
受访居民感慨当前精神早衰的年轻人较多。另
有超七成人(73%)承认自己有不同程度的精神
早衰。

江西某大学哲学专业的毕业生谢强因为
和一家公司的老板有点关系，不仅自己签了就
业“三方协议书”，而且根据学校下达的“包干”
任务，请那位老板帮忙，为同寝室其他两位室
友也签了协议。而实际上，他们三人谁也不会
到这家公司就业。

如果被乱收费的不是“大V”之母

这个看似值得高兴的结果，却让
我们这些围观者高兴不起来。原因有
二：其一，当地公安部门这项明显涉嫌
乱收费的“电话通知费”，难道只是针
对于建嵘母亲一个人吗？恐不尽然。
其二，如果被乱收费的不是于建嵘教

授的母亲，事情会处理这么迅速，当事
人会得到如此的“待遇”吗？答案恐怕
也是否定的。

最大的可能是，当地公安部门对
所有前来办理二代身份证或者是其他
相关业务的人，都会收取所谓的“电话
通知费”。而绝大多数普通市民，即便
认为这样的收费不合理，但也不得不
交，即便投诉了也没有人理会，最终也
就不了了之。只不过这一次乱收费收
到了名人于建嵘母亲的头上，结果被于
建嵘利用自己名人的身份予以曝光，让
当地公安部门承受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才以如此迅速的速度给予解决而已。

这也就是说，事情的迅速解决，并
不是当地公安部门知错能改，而只是偶
然性地碰上了“不好惹”的名人，公安部
门只好“自认倒霉”。而类似的事情以前
还发生过不少。比如，院士的笔记本电

脑被抢，当地公安部门迅速成立专案组
后，10天内找回电脑。比如刘洋父母所
住的小区停水停电，小区居民打出“刘洋
别回家，家里没水没电”的横幅。结果
17分钟后，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就出面
道歉，并给业主经济赔偿。

问题的关键是，对于绝大多数老百
姓而言，自己既不是名人，也没有身为
名人的儿子和女儿，无法利用名人效应
和舆论声势为自己维权。于是，也就没
人把他们的权益当回事。依靠名人效
应维权的背后暴露出的，恰恰是普通人
维权的艰难。所以，即便于建嵘母亲的
事情得到再圆满的解决，都无法让我们
感到高兴，反而平添几分悲哀与无奈。
对于普通人而言，如果没有法律和制度
的保障，没有对侵权者的严肃问责，则
他们的合法权益，难免处于风雨飘摇
的无保障境地。 苑广阔

“我母亲82岁了，从北京回
老家补办一个身份证，你们竟要
她在那里等一个月以后才可办
理，还强收她10元钱办理电话通
知费！”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
嵘教授25日晚在一条微博上发
出的抱怨，事发地在衡阳市祁东
县公安局城西派出所。仅仅过了
不到一天，当地公安部门亲自登
门道歉、退费，并表示会严肃处理
涉嫌乱收费的户籍协警。(5月27
日《潇湘晨报》)

据报道，某地烟
草工业公司数名高
管的住房公积金账
户每月入账额超过
1.4万元。此数额是
当地居民平均月收
入的好几倍。这引
起了社会广泛议论。

职工的住房公
积金缴存数额与工
资所得是有一定比
例的。而某些行业
的高管公积金所得
却高得如此离谱，折
射出这些行业的个
人收入远超当地职
工平均水平。这再
次证明深化收入分
配制度改革，必须坚
持“提低、扩中、限
高”方向。许 滔/图

多收“三五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