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发现，不少大学生说自己没时间、没精力阅读书籍，而以刷微博、聊微信代替深阅读。只爱看图和视
频、不愿看长微博、喜欢笑话等轻松的，也成了阅读倾向。书店则多成考试工具书集中营，购买经典和文史哲的
在减少，“功利性阅读”倾向明显。（11月19日《人民日报》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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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甘肃省教育厅的表态，是及时而
到位的。对于这所学校为何要将杨某退学，要追
查原因，并根据调查结果，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
任，恢复杨某的学籍。

依据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教育部门、学校
必须保障每个公民接受完9年义务教育，为此，不
得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给予开除或勒令退学的
处理。各地出台的义务教育学籍管理办法，均取
消了“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的处分。以
此分析杨某所在学校的做法，违反了《义务教育
法》，侵犯了杨某的义务教育受教育权，也没有履
行学校的义务教育责任。

进一步需要追问的是，该校为何要将杨某退
学？学校可能也有苦衷，诚如该校一位副校长所
称，“上面给的压力太大”，他们实在顶不住了。但
顶不住就可以视《教育法》为“儿戏”——校领导对
正在教室上早自习的杨某说，“把书包收拾了，跟我
走”，就将其领出了校门，告诉他被退学了。这哪是
对学生负责的态度，就是学校要开除、要退学，也应
该说明具体的退学原因。而且从保障学生的权益
出发，应该举行听证会，给学生申诉的机会。这么
不明不白地就将一名学生退学，受教育者权利从何
保障呢？这就无怪乎将杨某退学引起舆论的各种
猜测，是不是与其之前所发的微博有关，是否受到
当地有关部门的干扰。

有人发微博称，杨某“从看守所出来后，顿时觉
得自己成名人了，又是逃课又是组织打群架，还去
外校把一个学生马某鼻骨打折了”。一些人认为对
于违规、犯错的学生，就应该开除，这是对义务教育
的误解。义务教育不是公民的福利，而是基本的权
利。国家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是为了培养合格的社
会公民，如果学生犯错，就让其不接受义务教育，那
么，这些人如何认识并改正错误呢？这不是把他们
推向犯罪吗？我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3条
规定，“学校对有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应当加强教
育、管理，不得歧视。”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法律规
定不得开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而应该耐心地对
其进行教育、引导，使其成才。非但如此，就连已判
刑的罪犯也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希望甘肃省教育部门能按其微博表态“接受
义务教育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和责任，学校的根
本任务就是教书育人”来调查这一事件，给一个满
意的交代。更重要的是，全国各级教育管理部门
和学校都要依法治教，要在办学中切实贯彻这样
的理念，排除所有外来因素的干扰，做好教育的本
分。 熊丙奇

开除“发帖少年”
非同儿戏

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中提出：
“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
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
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这一改革方向
早已是民心所愿，一旦落地将发挥出巨大的
改革效应。

因为历史原因，有的事业单位迄今行使
着政府行政职能，在利益考量下将政府的公
共服务性异化成了寻租服务，既牵扯到公共
服务水平的普遍提升，还成为一些政府部门
追求并实现部门和小集体利益的平台；有的
事业单位行政化气息浓郁，与社会需求、行
业规律脱节，导致价值取向扭曲，抑制了社
会发展应有的创新氛围。

公办事业单位，特别是学校、科研院所、
公立医院，本就是公共服务和创新的策源地。

长期以来，因为经济利益和行政化的交错，
搭建起了复杂的利益格局，导致教改、医改
和科研体制改革举步维艰。就公众的日常
经验而言，教师无育才之想，科研思当官之
路，医院谋发财之道，这样的现象屡见不
鲜。有时甚至成为局部社会矛盾的爆发
点。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与没有抓住去行
政化这个要害有关。实际上，公办事业领域
的高度行政化，本就是计划经济思维的遗留
物，要打破由此形成的运行机制和思维惯
性，推动改革进程，就必须从去行政化入
手。去行政化，解决了改不动的问题，并打
开了下一步改革的广阔前景。

前景在于，一方面，打破行政化的篱笆
将对行业内人员起到导向纠偏的作用，让教
育回到教育家办校的正轨上，让医院的公共

服务职能得到强调，让科研体系专注于研
发。另一方面，公办事业单位成为与其他社
会组织平等的社会主体后，有利于用市场化
的方式配置资源。比如，公办教育与私立教
育的平等待遇，有助于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办
学——这恰是中国的长期传统；公立医院与
私立医院不得不展开的竞争，有助于公共医
疗服务水平的普遍提高；科研体系与产学体
系的挂钩周期也可以大大缩短，并激发出更
多的创新创业精神。

当然，实现这种公办事业水平普遍提
高，社会活力普遍增强的前景，不是一个取
消行政级别就可以做到的。需要看到，不少
事业单位缺乏进入社会搏击的勇气，仍贪恋
挂靠行政化体系的遮阳伞，因此缺乏主动改
革的动力，而一些事业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

同样贪恋事业单位提供的诸多便利。取消
行政级别，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必须切
割本应进入社会的那些事业单位与行政体
系千丝万缕的联系，让社会而非政府部门定
其生死。形成了这样的倒逼机制，事业单位
才能真正发育为成熟的、可信赖的社会组
织，为公办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在这个过
程中，还需厘清不同事业单位的属性，确立
其发育方向。过去，简单的一句“事业单位
企业化”，造成了不少迷思。需要强调，公办
事业单位不能向企业化方向发展。

去行政化，首先凸现的是公共性，而非
企业化。就当下而言，政府部门与可以脱钩
的事业单位脱钩，建立事业单位的法人治理
结构，是观察事业单位能否真正打破“混搭”
乱局的关键所在。 徐立凡

据报道，11 月 16 日凌晨，惠州市
仲恺高新区陈江派出所抓获了一个盗
窃集团的 23 名成员。23 名嫌犯被带
回派出所后，关在一楼两间面积狭小
的拘留室内，部分嫌疑人戴着手铐，被
用胶带封住嘴。当地警方称，这是为
了防止嫌疑人串供。

眼下，嫌疑人的嘴被胶带封死、头
部被报纸包裹的诡异照片，在网上热
传。公众普遍的感觉是，当地警方做
法偏离了执法应有的谦抑，嫌疑人更
像是被绑架的“人质”。如果真是为了
防止串供，办案人员完全可采用分离
羁押的措施，而不必用胶带封口的手
段。

有人表示：法律并未禁止胶带封
嘴，所以惠州警方此举不违法。但“法
无禁止即可为”，是针对公民私权而

言，警方执法则应严格遵循“法律授
权”原则。依法办案、保护人权两条法
定原则，当并行不悖。

某种程度上，“胶袋封嘴”也属法
外之刑。《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
例》规定，“警察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可
以采取强制手段；根据需要，可以依照
本条例的规定使用警械”，而胶带不属
于手铐、警绳等制式警械，而且易引发
窒息等事故。

事实上，今年新实施的《刑事诉讼
法》中，明确规定须“尊重和保障人
权”。胶带封口、报纸包头，明显贬损
了他人人格。别说目前 23 名嫌疑人
还未受审，即便他们确实实施了盗窃
犯罪，也只能受到法定刑的处罚，任何
附加的对他们的尊严羞辱，都有悖于
法治原则。

而近年来，类似的对一些地方
警察执法手段的争议，还真不少。
比如 2010 年，东莞市某派出所曾公
布过涉嫌卖淫女子“游街”的照片，
引起轩然大波，虽然东莞警方表示
那不是“游街”，而是指认现场，但押
着戴手铐的女子走在街头，也是公
开羞辱、人格伤害。事发后，公安部
还会同全国妇联等联合下发通知，
要求保护“失足妇女”的名誉权、隐
私权，不得采取游街示众、公开曝光
等方式羞辱妇女。

说到底，在法治观念、人权意识进
步的当下，一些执法者不能刻舟求剑，
按某些违规违法的“老皇历”办事，而
应尊重权利，循法办事。若少了人权
保障这根弦，执法者难免会掉进“执法
犯法”的泥沼。 徐明轩

“剩男”应得到
全社会更多关注
其实，这些年来受舆论普遍关注的是“剩女”

问题，媒体不仅分析其原因，还曾发起过“随手拍
解救大龄女青年”活动，一些媒体则通过访谈外嫁
女性展现跨国婚姻的幸福甜蜜来鼓励剩女“嫁出
去”。不过，就整个中国社会而言，“剩女”是一个
伪命题，或者说它是一个相对局部的社会问题，并
不能反映中国社会真实的隐患。根据第六次人口
普查数据，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
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 206:100。国家统计局的
数据表明，在中国30岁以下的人口中，男性比女
性多出2000万。所以从本质上说，中国是“剩男”
社会，短期内极难解决，而“剩女”成为话题只是现
代媒体传播的结果。跟发达国家一样，中国职场
女性开始追求事业上的成功，自觉推迟了结婚年
龄，从而扩大了“剩女”群体。北上广等地的“剩
女”现象，是相对欠发达地区女性持续流入形成的
局部“富集”，这种“富集”通过同样集聚于北上广
等地的媒体传播而扩大成为“社会问题”。

从媒体角度看，这无可厚非，毕竟生活在都市
的剩女更能抓人眼球，而广大底层男人的“剩男问
题”反而少人关注，更缺乏建议和帮助。所以我们
在阅读到各种类似“中国剩女国外走俏老外如获
至宝”、“中国剩女逆市上扬海外抢手”等报道时，
也会看到“公安部将严打团购越南新娘”、“男子赴
越南相亲花7万，两任新娘均逃走”等新闻，前者
喜气洋洋，后者令人深思：跨国婚姻确实存在高风
险问题，但是媒体若只是一味渲染令底层男子打
消念头，是否真的有助于解决中国的剩男问题？
对于许多寄望跨国婚恋解决终身大事的底层男人
而言，他们可能永远失去组建自己家庭的机会。
与此同时，中国女性也存在大量外嫁的现象，种种
因素造成的婚姻挤压、引发的性犯罪和刑事犯罪，
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从这个角度出发，整个社会都应以开放心态
看待和迎接“剩男”群体的跨国婚恋。国内主流媒
体应客观公正地报道跨国婚恋的真实情况，避免
形成误导。我们已经流失了大批优秀的母亲，媒
体不应再干“卖了自己还帮别人数钱”的蠢事，更
应在鼓励和支持中国男性的跨国婚姻方面发挥自
己的作用。与此同时，公安、民政、涉外部门要以
人道情怀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主动为中国男性的
跨国婚恋提供支持和帮助，通过各种渠道降低其
风险性，不应一味打压或放任不管。 彭 军

前几年的职场，学历成了就业的敲门砖。招
聘单位对学历的要求持续走高，本科生的就业率
持续走低，考研大军的队伍不断壮大。把研究生
作为高起点的学子们，其对就业岗位和薪资的期
待也同样在升高。因此在找工作的时候，研究生
对一些待遇优厚的岗位趋之若鹜，如果找不到理
想的单位，就觉得怀才不遇志不得伸，反而丧失了
工作的热情。

这次武汉科技大学的招聘会上，研究生求职
因学历太高遭拒，显示了招聘单位的理性正在回
归。中国一冶集团机电分公司招聘负责人李女士
称，整个上午至少婉拒了30多位研究生。因为很
多研究生认为以自己的学历应该去设计、研发单
位，来这里后悔“低就了”再跳槽，给公司造成不小
损失，因此公司不愿意再付出较高的成本去招聘
高学历的研究生。

学校培养一个研究生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
研究生本人也要付出较高的成本，招聘单位招聘
高学历的研究生也需要较高的成本，如果社会环
境提供不了足够多的高回报的工作岗位，那研究
生培养和招聘的成本谁来买单？

因此，无论是考研者，还是进行研究生培养的
高校和科研院所，还是招聘单位，都应该对高学历
保持理性和冷静的态度。作为考研者，要想清楚
考研的目的，职业的规划。如果是为了毕业后有
更好的工作，那么在研究生期间即可倾向于工作
经验的实践积累；如果是为了做学问，那么可以专
心研读专业理论，积累丰厚学养。高校和科研院
所应深入了解社会对高学历高层次人才的需求状
况，制定合理的招生计划和培养计划。

现在一些高校已经设置专业硕士点，专业硕
士的培养方案和学科硕士不同，更倾向于实践，而
学科硕士的培养就更倾向于学理。另一方面，招
聘单位不必因为怕留不住高学历人才，而硬性设
置较低的招聘门槛，如果一个学历能力俱佳的求
职者来应聘岗位，招聘单位又能给其提供持续性
发展的机会，那研究生因学历遭拒的尴尬也是可
以避免的。 杨艳琪

学历高求职遭拒
是谁的尴尬？

据报道，武汉科技大学近日举办的2014
年毕业生供需见面会上，大部分用人单位仅
将学历要求定为本科，有些甚至将拥有高学
历的研究生一律拒之门外。这种现象，与前
几年的高学历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胶带封嘴”是“执法犯法”

新媒体时代让我们享受到了前
所未有的舒适、方便、海量和快捷，人
们对知识的获取越来越依赖屏幕，导
致“低头族”多了不少，但阅读量不断
减少、略读泛读不求甚解、读书只为
考研或求职……学业压力、工作压
力、生活压力让很多人不仅是大学生
倾向“功利性阅读”。

不久前，《红楼梦》被网友称为读
不下去的名著，这让作家王蒙难以理
解：“如果连这点累劲儿都没有，我们
的精神生活就完蛋了，我们就都变成
了懒汉、傻子。我们的精神养料如果
都从100多字的微博上来，我们的智
商会降到什么程度！”

有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
雷特。当所有人都习惯于依靠电脑、
手机等工具，读图、读视频、略读速读

文字等进行快餐式阅读的时候，还会
有那么多的哈姆雷特吗？当所有人
看到的信息、获取的知识都是扁平
化、碎片化、千篇一律的时候，人们的
思想会变得越来越浅薄、心态会越来
越浮躁。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人思想
的深度是和其阅读的深度有着必然
联系的。

快餐式阅读也好，浅阅读也罢，
只能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在快节奏的
生活中为读者带来放松，不能“反客
为主”。大学生处在获取知识的黄
金时期，如果让“功利性阅读”取代
了深读或者精读，长此以往，会导致
眼界越来越窄，看事物流于表面，缺
乏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人们在
阅读中的思考往往来自于字里行间
中的停顿，抑或是合上书时的一番

沉思和想象，而这段时间却恰恰是
粗浅阅读所不能给予的。没有产生
思想上的碰撞和共鸣，是不足以让
人刻骨铭心的。

有时候，当我们鼓起勇气捧着一
本厚厚的书，却发现总也读不完，并
不是感受到其中汲取不完的营养，而
是老被生活琐事和不平静的心情所
打断。浅读与深读，粗读与精读，是
在获取不同知识时采取的不同阅读
方式，良好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素养也
来自于良好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
式。对于大学生而言，在“功利性阅
读”趋势下，只有抱着不功利的心态
去阅读、去深读、去精读，养成读而有
思的良好习惯，才能拥有一个深不可
测的未来。

宋 华

读而有思才有未来

今年5月以来，烟台大学7位餐厅保洁员以
吃学生剩饭的方式，提醒大学生勤俭节约，不要
浪费。如今，他们每餐回收的剩饭越来越少，又
开始自己花钱买饭吃了。（11 月 18 日《中国青年
报》）

“看到粮食扔了怪可惜”，这是7位餐厅保洁
员吃学生剩饭的心理起因。此处无声胜有声，7
位年迈的老者都经历了人生沧桑，知道锅是铁打
的，他们用自己的朴实良善，用自己的点滴行为，
为学生们做了惜粮节粮的示范。

英国作家萧伯纳曾说，没有比爱食物更诚实
的爱。在各种文明体系里，在古老的耻感文化
中，从来都有以浪费粮食为耻的观念。道理并不
复杂，只因粮食得之不易，春种、夏管、秋收、冬
储，不知要经过多少道加工工序，才能来到人们
的餐桌上。一粒米，可谓百般劳作千滴汗。像唐
人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除了是诗作，还成为一个
民族爱惜粮食的文化基因。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节俭，是一种
德行，一种习惯。当学生的，多数不会挣钱，所花
的每一分钱都是父母给的。节俭一点，少花一
点，不仅是心疼钱，更是理解自己的父母，心疼自
己的双亲。不说农家，就是那些处在工薪阶层的
父母们，供子女上学，哪个不是“亚力山大”，只要
稍明事理，浪费父母的血汗钱，都会于心不忍。

爱粮惜粮，是生活的常理，是一个人的道德
基准。爱粮惜粮，还是爱护土地，爱护生态环境，
它们之间的联系，构成一个人自然伦理的另一维
度。古罗马哲学家辛尼加曾说，节约是减少不必
要费用的科学，同时也是慎重地管理我们财产的
技术。爱粮惜粮，是传统，是朴素的思想，更应是
今日人们生活的自觉。

爱粮惜粮，不仅关涉学子，更是人人的责
任。你不浪费了，他节约节俭了，不仅是在惜用
自己的钱财，更是在增进整个社会财富的积累。

今 语

惜粮节粮
是道德伦理的基准

最近，围绕“去越南团购新娘”等新闻，有
关跨国婚恋的话题在互联网上活跃起来。事
实上，跨国婚姻越来越与普通中国人有密切关
系，尤其是当中国的“剩男社会”日益严重时，
鼓励和支持跨国婚姻也不失为解决当前社会
问题的一个选择。

据媒体报道，曾经作为“初中生发帖被
拘”新闻事件当事人杨某，18 日“被退学
了”。杨某和其父亲怀疑与一周前发微博在
看守所被殴打的内容有关。对此，甘肃省教
育厅发微博称：“已关注。我们已责成天水市
教育局立即核查。接受义务教育是每一个公
民的权利和责任，学校的根本任务就是教书
育人，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
生。”

今年11月，年满80岁的沈国舫院士，向工作了一辈子的中国林业大学表达了退休的意思，结果，党委书记和
校长都不放。“他们说你怎么能退休呢，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还要靠你说话呢。他们不肯放，即使我到80岁了。”

沈国舫还是环保部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中方顾问，今年他也表达了请辞的意思，结果对方硬拉着不
放，理由是这个岗位既要中文行，又要外文行，还要知识面广。“他们说，找不到合适的人来顶替”。(11月18日《中
国青年报》) 焦海洋 图 言者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