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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春是上海市某重点小学五年级的学

生，今年11岁，体重不足40公斤，书包却足

足有 6 公斤重。里边的东西真不少：除了

语、数、外课本，还装着奥数、科技、美术、信

息课和信息册、辅导书等等，林林总总不下

20本书（11月14日《人民日报》）

“小呀嘛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

与歌曲中读书郎的轻松快乐相比，而今学生

就没那么幸运了。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小学

生书包平均重3.5公斤，初中生书包平均重

5.5公斤。书包越来越重，只因为要学的科目

越来越多，要做的习题浩瀚无涯，升学的压

力越来越大。面对老师和父母殷殷期望，肩

膀上重，心理上的压力更沉重。

其实早在 2007 年 10 月，成都市青羊区

教育局发布一号令——书包限重令，规定

小学、初中生书包重量不得超过学生体重

10％。

不过时至今日，问题并没有解决，沉重

的书包越来越大，直至换成拉杆书包，孩子

稚嫩的肩膀才勉强承受得起。

在限重令下，学校可能是限重了书包，

布置的作业也从书面上的动笔更多地变成

了开放式的、拓展思维型的作业，可回到家

里，父母呢?他们生怕我们输在起跑线上，看

到作业少了，赶紧给请家教报提高班，买各

种辅导书。

由于如今就业形势严峻，家长都希望

自己的孩子能抢先一步，很注重为孩子找

一些教辅书来进行课外学习。另外，家长

之间还有攀比心理，看到人家的孩子有某

种教辅书，自己的孩子就一定要有，否则就

担心孩子会落后。

从更深层次上讲，或许，今日问题来自

昨日的解决方案。不妨考查中国社会的人

才选拔机制，中国的人才选拔仍旧是伯乐

相马式的，而不是万马奔腾式。从“学成文

武艺，货与帝王家”到“千军万马”过独木

桥，一以贯之。

在目前社会诚信度相对较低的情况

下，任何教育机构选拔人才似乎只有考试

才能做到公正公开，单位招聘人才也只有

依据文凭和考试成绩才显得最为公正客

观。在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人才选拔

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无用伪知识的堆砌，使

社会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减轻

学生课业负担，其实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

减负问题了。

其实，老一辈人，吃糠咽菜，尽管生活

比较苦，比较艰难，但孩子们在学校里无忧

无虑，自由自在。但今天，物质上进步了，

孩子们的学习负担却沉重了，这样的霄壤

之别说明什么呢？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思

考。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体检中心日前发

布的湖北省公务员健康体检统计报告显

示，九成公务员的身体存在不同程度异

常。其中，发病率最高的是肝脏系统疾

病。（11月14日《武汉晚报》）

对于喝酒的危害，相信公务员都知之

甚深。那么，为什么仍有那么多公务员在

“酒精考验”的道路上“前仆后继”？对于

这个问题，相信许多当事者会说，“吾其情

愿哉，吾不得已也！”

据宋代邢居实的《拊掌录》记载，欧阳

修与别人行酒令，约好每人作两句诗，诗

的内容必须犯罚徒刑以上的罪才行。一

个人说：“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另一

个人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欧阳

修说：“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人们

问他为何诗中没有犯罪的内容，他说：“到

了这种时候，徒刑以上的罪也能犯下了！”

现实当中，我们的许多官员在觥筹交

错间谈工作、论政事，醉眼迷离、胸胆开张

之际，各种“徒刑”以上的勾当便自然产

生。所谓“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

举，可以可以。”酒原本是个好东西，“应

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然而在盛行的官

场酒文化之下，这酒却变成“钓愁钩”：“革

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

“公款吃喝何时了，花费知多少？问君酒

中几多愁，恰似一汪苦水肚里流。”——因

此，对这官亦愁民亦愁的官场酒文化，还

是尽早将其驱逐为好。

公论Ggong lun
警惕公务员肝病背后的
“官场酒文化”

安人和

企业主反映：“做梦都盼着减税！”

——记者调查发现，一家拥有200

名员工的生物化学技术公司，有相当于

一半左右的利润缴了各种税费。包括

200万元所得税、300万元增值税、50万

元营业税、35万元流转税附加、15万元

的印花税、契税，还有330万元左右的社

会保险费。930多万元的税费，约占公司

税前利润的48%，这还是符合高新技术

企业享受15%的所得税优惠，否则税费

肯定超过利润的一半。

“真相都没搞清楚，就乱吠！”

——昨日凌晨，一辆挂特种车牌的

红旗小轿车与一辆马自达发生追尾事故

后蒙住车牌，新快报记者前往采访时却

遭到红旗车上四名男子殴打及抢走手机

删除照片，而现场处置交警对四名男子

的行为未予制止，昨日广州交警官方微

博更是发表评论称记者是乱吠。

“正在值勤！”

——11 月 13日，一网民发微博称，

老婆突然羊水破了，因打不到车向附近

警车求助，但警车内“正在玩手机游戏”

的民警以“正在值勤”为由拒绝。昆明

市公安局新闻办回应称，当时民警正在

堵卡点执勤，因卡点内有武器和装备，

民警无法分辨真伪，故未答应，当事民警

并没玩游戏。

非常道
feichangdaoF 时事乱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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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评Rrui ping
放弃评选，春晚的“逆淘汰”

王旭东

日前，经央视春晚宣传组证实，龙年

春晚将取消“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

目评选”。央视表示，取消评选的原因是

多年来评选结果与实际不符，并且对今年

“回家过大年”的主题没有意义。（11月14

日《北京晨报》）

放弃评选，春晚的“逆淘汰”。央视春

晚与“我最喜爱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评

选”是皮毛关系。常言道：皮之不存，毛将

焉附。取消评选，等于先行“拔毛”。是保

护“皮”，还是损害“皮”？从好的方面想，

是春晚改革的一个前兆；从坏的方面想，

可能是“丢卒保车”。不再搞评选，会减轻

春晚的舆论压力，让“车”可以摆脱舆论漩

涡继续前行。与其放弃“最喜爱”的评选，

不如进行“最不喜爱”的评选，让文艺反思

与文学批评“给力”春晚。

央视春晚有着先天的优势。春晚“不

差人”，可以“海选”人才、“海选”节目，但

在用人机制上存在缺陷，令人生疑。上春

晚会不会有什么“潜规则”？是不是没有

“毕姥爷”做靠山就上不了“星光大道”？

在选才用人上，春晚是不是一个称职的

“伯乐”？春晚更“不差钱”，春晚“一刻值

千金”：晚会620秒广告4亿进账。再加上

隐形的广告与自愿的赞助，奠定了春晚雄

厚的经济基础，遗憾的是，并未支撑起春

晚的“上层建筑”。

文化产品、文化品牌一旦凌驾于市场

竞争之上，只能是“高处不胜寒”。殊不

知，“山寨春晚”、“网络春晚”和地方卫视

春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开始不买央

视春晚“老大”的账。竞争出生产力，竞争

出文化力。我们期待龙年春晚彰显“龙马

精神”。

云南师宗县私庄煤矿日前发生瓦斯事

故已造成34名矿工遇难。多名目击者和当

班矿工向记者反映，当天的私庄煤矿值班

领导并未带班下井。事故发生后，副矿长

戚谷明才匆忙下井，并伪装从井下逃生的

假象。（据《新京报》）

伪装可谓人类的重要生存技巧，狩猎

时，乔装潜伏，迷惑猎物；两军交战，真真假

假，兵不厌诈。时下，领导为掌握基层实

情，微服私访，大约也属此类。此类伪装，

虽说也有“假”的成分，但于公众，尚可接

受。历史传说中就有许多乔装打扮、出其

不意，克敌制胜之美谈。私庄煤矿的矿领

导大约也深谙此道。

矿领导值班不下井已然违规，遇到矿

难，不是迅速组织救援，而是手忙脚乱上

演一出“伪装逃生”的大戏，以为就能“金

蝉脱壳”，但最终未能躲过公众的眼睛。

看来，国家虽三令五申，安全生产，甚至不

惜强推“领导陪班”制度，但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带班制形同虚设。矿领导如此

“伪装下井”，矿工们的生命安全，也就只

剩“伪装”了。

言者/文 春鸣/图

伪装逃生

星 雨

六年前笔者给媒体

写过一封人民来信，反

映合肥市区成串的小轿

车停放马路的奇怪现

象。六年过去了，这种

现象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愈演愈烈了。

看看吧，偌大的合肥城区，除了长江

路、徽州大道这样的主干道，几乎所有的

大街小巷依然是车满为患，道路两侧都

划上白线，机动车一辆一辆停在路边，任

其几十米、上百米向前延伸，有的索性将

车成排地横停在街上，公交车只能在仅

能容身的狭缝中穿行，经常造成交通堵

塞，事故不断，而且污染环境。这种现象

不是合肥独有，去上海、北京看看也是这

样，马路变为停车场，成了中国城市特有

的景观，成何体统！

马路停车是城市停车难带来的恶

果，是随着私家车普及而相关的交通规

划跟不上造成的。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

国基本上没有私家车，进入 90 年代私家

车逐年猛增，路网的拓建，以及停车位的

设立等配套措施相对滞后。车多了，你

不给它安好“立足”之地，马路停车岂是

长久之计？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很多方

面，从根本上说，是要合理发展私家车，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提倡乘公交车出行

的公民意识；从眼前治理上说，当务之急

是要尽快建设地下停车场，利用地面空

间多建立体车库。近年来一些可以垂直

升降的多层车库已在合肥出现，但杯水

车薪，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城市的脸

面。最近一家报纸载文，联系公交车轧

死无辜行人的报道，呼吁“把非机动车道

还给市民”，并将此提到建设“宜居宜业”

城市，打造“低碳生活”的高度来认识。

此文提出的要求与本文反映的问题直接

关联又异曲同工，都是希望城市建设人

性化，多为大众着想。有损城市形象且

屡肇事端、危及人命的道路问题何时解

决呢？我们将拭目以待。

马路岂成停车场
本报特约评论员 畅 平

时评Sshi ping 沉重的书包，减负的永久话题？ 金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