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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论

摘要┃毛坦厂模式代表的是
种粗暴、原始、功利性极强的教育
方式，可它也是底层社会自发演化
出来的一种自我拯救。

每年高考前后，大别山深处的
毛坦厂中学都是媒体报道的焦
点。与其说人们关注毛坦厂学子
的命运，不如说人们更关注毛坦厂
中学折射出的高考形象和阶层形
象。

6 月 5 日 8 点 08 分，毛坦厂中
学送考专用大巴准时从校门出
发。今年送考车辆比往年少了不
少，但“万人送考”的阵势还在，讨
吉利的“规矩”也在。比如头车尾
号是666，司机属马，学校广场播放

《好日子》《好运来》《旗开得胜》三
首歌曲。

人们带着各自的预设立场来
看毛坦厂中学，还有其宗教仪式般
的送考架势，有人猎奇，有人同情，

有人挖苦讽刺。每人的视角主要
取决于出身的地方与阶层。但几
乎每一个农村出来的大学毕业生，
都不会忍心嘲笑毛坦厂中学的种
种“奇观”，因为从紧张作息到励志
标语等事物，都是他们熟悉的样
子。

在全国知名中学的“鄙视链”
中，毛坦厂中学大概处在最底端。
姑且不去高攀那些大城市以保送、
留学为培养目标的名校，即使与同
样以高压模式著称的衡水二中相
比，毛坦厂中学都明显矮一大截。
毛坦厂中学动辄号称百分之八九
十的升本率相当一部分是三本，真
正考入名校的少之又少。

毛坦厂模式是最能体现中国
农村学生性格与命运的地方。在
这里，那些学生会采取以时间换分
数的低级战术，他们会自觉地为改
变家庭命运而读书，而这一切超乎
寻常的努力，最终可能只换回一张
三本录取通知书。与他们可能取
得的成绩相比，那些誓言显得格外

高调，而这才是整个故事中最令人
心疼的地方。

有媒体指出，是高校扩招政策
成就了毛坦厂中学的盛名。换句
话说，当毛坦厂中学里的农村学生
终于能够考上大学的时候，“大学
生”这个词的含金量正在急剧降
低。他们很多人寒窗苦读，但阶层
跃升的机会已大不如前。

有一个残忍的问题：毛坦厂中
学的学生考上大学之后会怎样？
有很大概率，他们从不知名的三本
院校毕业之后，发现工作竟然那么
难找，起步工资可能还不如那些早
早退学打工的小伙伴。为了继续

“改变命运”，他们可能会继续刻苦
地考研。可是研究生毕业之后又
会怎样，谁都不好说。

毛坦厂中学的学生为学校被
外界叫作“高考工厂”而感到不平，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奋斗值得被
尊重。过来人很容易觉得他们“入
戏太深”，可是批评的对象不该是
他们，因为在他们的处境下，这是

唯一的选择。即使希望渺茫，也好
过没有希望。这就是正被激烈批
判的应试教育之于农村学生的意
义。

高考对于他们，仍是向上流动
的不二渠道，他们仍须把这“决定”
命运的一考考好作为信仰。在网
上，“送考的母亲要穿旗袍（旗开得
胜），父亲要穿马褂（马到成功），考
生早上得吃粽子，叫高中……”那
些关乎“考中”的谐音迷信，正是这
种信仰的外延。

你可以说，毛坦厂模式代表
的是种粗暴、原始、功利性极强的
教育方式，可它也是底层社会自发
演化出来的一种自我拯救。它或
许经不起新式教育理念的推敲，对
农村家庭却有惊人的说服力。当
我们思考教育改革、高考改革等宏
大话题的时候，必须考虑毛坦厂中
学所代表的人群，而不能将他们当
成“落后事物”抛弃；也必须直面阶
层流动存在淤塞的现实，而不是架
空现实地谈“理想”。

毛坦厂中学的粗暴也是自我拯救

□光评

城市精细化管理中，如何做
到公平公正？6月1日，郑州市中
原区城市管理执法局首次尝试
网络视频直播。执法队员执法
的同时，还有两名工作人员各拿
一部手机，对执法过程进行全程
录制，同时通过移动网络平台进
行视频直播，并用文字进行注
解，告诉网友执法的时间、地点
以及所发生的一切。面对曝光，
有商贩称不好意思，将改正行
为。

随着民众法治理念、民主需
求、权利意识的不断提升，人们
对执法者有越来越高的期待。
执法者逐渐面临着更高的执法
要求，不仅要保证执法的实体公
正，还须保障执法的程序正义，
并且需要推进透明、公开执法，
让公正以看得见的形式实现。
只有公开才能获取公信，只有公
信才能不断压缩不必要的执法
成本。

可以说，当地城管主动对执
法行为进行直播是推进执法公
开的一种尝试，其初衷毋庸置

疑。正如中原区执法局副局长
张金坤所言，“网络直播既监督
城管，又让市民多一分理解。”相
关尝试被寄予了两方面期望，一
方面让执法者得到监督，另一方
面，在一定程度上对违法者与潜
在违法者形成法律震慑与普及
效应。然而，笔者以为，这些期
望与期许只能在理论上成立，直
播执法或许只是看上去很美。

在执法资源本就有限的现
实语境下，显然难以实现对执
法行为的一律直播。这样就容
易形成选择性直播，让执法者
徒增另一种没有限制的权力，
行政直播权，甚至最终沦为公
众能看到的只是执法者想让他
们看到的。而执法对象也很可
能对此提出异议，“为什么只直
播我？是不是在故意报复我？”
这恐怕只会“让市民多一分难
以理解”。

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千姿
百态，执法过程有可能会涉及被
执法者的隐私与商业秘密等内
容，若是将之在网络公共空间直
播，恐将“覆水难收”。此外，对
被执法者进行直播还涉及是否

侵犯其肖像权、名誉权等问题。
公民的名誉权与其他公众

的监督权、知情权本身就有着价
值冲突。一般而言，如果公民涉
及严重违法犯罪，则其私权利须
作出一定让步，监督权、知情权
优先。可是，城管执法主要涉及
轻微违法，将轻微违法者的肖像
与影像放在网络公共空间上，并
不适宜，甚至有侵权之虞。

实际上，所有执法过程都需
要摄像头，执法者对于执法过程
有自证清白的义务，摄像头可以
起到调查取证作用，对执法者与
被执法者双方而言，都不仅是监
督，更是保护。可是，若是将摄
像头直接连接到网络就会产生
这样那样的不妥。

与其直播执法，倒不如用
好、用足执法记录仪。有必要上
升到行政程序法的高度，对于执
法过程中的摄像头运用做出更
为细致的法律规定，对于执法记
录仪的开启、保存、调取做出更
严格的强制性要求。只要将执
法记录仪规范管理起来，就能很
大程度上达到监督、保护双方的
效果。

城管直播执法，不如用好执法记录仪

@小子文武：（捉奸直播）很多
人对“捉奸”的喜好程度，比之对“臭
豆腐”有过之而无不及。“捉奸”对于
实施“捉”的当事人，既能获得搞臭
对方的快意，又能直接获得配偶一
方不忠于婚姻的真凭实据，打离婚
官司时这也是实打实的好处；对于
围观的人而言，不花钱看一出好戏，
何乐而不为呢？恐怕还嫌剧情不够
狗血呢。至于法律以及被捉一方的
合法权益，在所谓的受害者和义愤
填膺的围观者的道德审判面前，已
被彻底淹没了。

@左相军：（捉奸直播）把人
“捉奸在床”并上传视频，的确涉嫌
侵权，应当禁止。但被背叛者的利
益诉求也不容忽视。就目前情况
看，如果捉奸者不采取这种极端的
手段，而是通过警方去取证，有时候
恐怕“黄花菜”都凉了。这也是人们
同情被背叛者并跟着“起哄”的主要
原因所在，因为他们也怕遭此境
遇。所以有正规顺畅的取证途径才
是解决和减少类似情况的根本。

@谭敏涛：（媒体报道医患纠
纷失实要担责）媒体报道的失实，是
一个司法认定的问题，绝不是由地
方政府说了算。而医患之间的对立
情绪，本身就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什
么算情绪对立，很难界定。而医患
关系对立，难道都是媒体造成的
吗？现在，各类医疗纠纷的发生，都
是在逐渐撕裂医患关系。但我们却
不能把责任推给媒体，而应反思医
疗纠纷产生的缘由，并着力解决。

@夏风：（城管直播执法）如果
城管的每一次执法行为，都能规范
到可“直播”的水平，城管的整体形
象、公信力必将大为提升。公信力
高，执法效果好，群众满意度也高。
在这种情况下执法，城管应该是欢
迎群众“留此存照”的。这样一来，
过去常见的围观者录像、城管抢手
机的窘境，就不该再有了。不过，

“直播执法”，一时为之，不难；久久
为功，不易。这是一个长期的考验。

（以上言论来自网络）

@微言博议

◀广州市交委近日公布《广州
市客运出租汽车车辆技术管理规
定》征求意见稿，其中出租车必须安
装音像监控设备的要求，在社会上
引发热议。不少人担心此举会侵犯
乘客和司机的个人隐私。出租车内
是否应该安装录音录像监控设备，
还须有关部门明确法律依据，在充
分听取和尊重民意的基础上慎重决
定。 新华社发

“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