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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须虫

6 月 26 日，上海不再实行 70 周
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免费乘坐公共交
通制度，取消了老年人使用“敬老
卡”免费乘坐公交车及地铁的待遇。

取消免费乘坐公共交通后，取
而代之的是对上海户籍老年人进行
新的综合津贴制度，具有上海市户
籍且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可以享
受老年综合津贴，标准按照年龄段

分档，每人每月可享受 75 元至 600
元不等的补贴。

上海新政实施半个月，效果怎
么样？有媒体采访发现：“至少一半
老人不出来了”“老人能少坐一点
就少坐一点”，且近七成受访者支持
上海新政。

那么，上海原有的老年人免费
乘坐公共交通制度有何利弊呢？利
的一面是提供了一项交通福利，而
弊的一面则是乘坐才能得到实惠，

没有更多的选择，无形中加大了老
人出行对公交的单一选择。

现在，上海取消老年人公交免
费制度，改变福利的保障方式，从实
物转向货币化，则赋予了老年人充
分的自主权，可坐可不坐的公交尽
量不坐，客观上减少了乘坐的频率，
也能有效规避高峰出行时段与其他
群体“争抢”资源的矛盾，达到缓解
公共交通压力的目的。此外，还能
有效减少诸如刷卡、计费、统计等环

节的管理成本。这样的方式不管是
对老人、对政府,还是对社会都更有
好处。

上海是一个缩影，在其他老龄
化程度相当的大城市，情况也类
似。换言之，上海取消老年人免费
乘坐公交，代之以综合津贴，其他城
市的公交系统可因地制宜进行借
鉴，推出更适合自己城市的惠老模
式。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14版）

上海取消敬老卡免费福利货币化值得借鉴

据《京华时报》报道，15岁的河
北少年孙硕3个月大时就被确诊为
慢性肉芽肿，15年来不断和病魔做
斗争。今年6月初，孙硕病情再次
复发，但他戴着氧气机完成了中考，
以580多分被名校衡水中学录取。
中考一结束他就住进了 ICU 病房，
并发肺动脉高压，病情危重。现在，
这个少年学霸因病危盼社会援助，
却在网上引起了他是否该带病参加
中考的争议。

异议：这是用生命在考试

@Ryan里安：都这样了要成绩
还有意思吗？难道不应该无忧无虑
地活下去吗？

@阿鹤_陛下：中国人，死都要
跟考官在一起。

@洁色白：这是用生命在中考，
我竟无言以对。

直言：不值得宣传

@麟昂：这是正能量吗？
@lo莫失莫忘ve：没什么值得

宣传的，命都不要了还考试干吗？
@xuenan6：并 不 值 得 表 扬 。

赞扬带病工作带病考试，方向不对，
该批评。

@蘑菇不迷路不迷：带病工作、
考试什么的，不应过度宣扬。好事
是好事，但要量力而行。毕竟不管
考到哪儿，有命才能去。

辩护：万一是孩子的梦想呢？

@别追我我又不是急支糖浆：
万一这是孩子的梦想呢？

@ICoke 敏：一个人如果没有
梦想，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阿蛮子_：要看孩子是怎么想
的，如果是孩子自己想要考就有意
义。

反思：应试教育害人不浅

@蓝河小蟹：不管他当时怎么
想的，即使是自由意志，这种意志也
是被教育或环境强化的结果。这依
然是一种病。

@默默and脉脉：也许考上衡
水是这个孩子的梦想，但病重的他
拥有这样一种梦想实在是悲哀。

@难追难回味belong：读书和
生命哪个重要都分不清楚，即使以
后考入清华又能怎样？

@杨洋-_-：应试教育害人不
浅。

劝告：追梦没有错，但身体是根本

@萌萌尹爱淅沥沥：他这种身
体无法在衡水中学生存，因为正常
人都觉得是煎熬。我很佩服他的意
志力和梦想，追梦没有错，但身体是
革命的本钱。

@闫老虎比：小伙子，你身体好
了，搬个砖也好啊！

@simonlee321：不 能 因 考 试
使病情加重。亲情、生命更值得珍
惜！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学霸重病参加中考
考完住进医院ICU
追梦没有错
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邓海建

善良的孩子，遇到招生的骗
子，上演了一出“被偷填志愿”的故
事。“套路”深深深几许，地方职业
院校如此抢人无节操、无底线，究
竟谁给的胆子？

故事线基本是这样的：打电
话、加微信、套近乎、骗信息，最后
让考生如瓮中之鳖。6 月 29 日凌
晨，杨维嘉得知自己的高考第一志
愿被偷填为湖南都市职业学院，且
不可更改。抗议到最后，据称湖南
都市职业学院院长说：“贵州的学
校我们都很熟，你到时候想去哪个
学校，我都可以帮忙。”

于是问题来了：一则，高校为
了抢生源而私自偷填学生志愿，这

样的行为究竟是何种性质？教育
部门和警方足以利用技术手段取
证坐实，那么，按照现行规定或法
律，这种明目张胆坑蒙拐骗的招生
行为该当何罪？二则，在事件发展
的过程中，校方退避三舍而装聋作
哑，有必要追问一下，此类作为是

“妙手偶得”还是“一以贯之”？而
校方夸下的海口，究竟是地方潜规
则还是吹牛皮而已？

职校遭遇的“生源危机”，已
经成为中国高教发展中不可回避
的现实问题。生源与学校发展生
死攸关，因此在招生中，也难免有
人在规矩和底线上方寸大乱。志
愿被篡改、被偷填的例子，近年来
可谓层出不穷：2012 年高考志愿
填报刚结束，四川眉山市万胜高

中十余名学生发现自己的高考志
愿被修改为四川三河职业学院。
2014 年，江西省考生志愿填报工
作结束后，网友“不高兴的土豆”
在微博上称自己在新余市分宜二
中高三(3)班的同学高考志愿被老
师篡改……

志愿被偷填，人生被篡改。此
般行为，往大处说，涉嫌违反宪法
确立的公民受教育权，往小处说，
涉嫌个人信息非法获取。从侵权
责任法而言，考生也有权对涉事学
校提起民事诉讼。当务之急，除了
还原真相之外，还得严肃志愿填报
流程，毕业院校要教育考生多个心
眼儿，而招生院校更要在制度监管
之下谨言慎行。至于作奸犯科，也
该有个雷霆罚单了。

“偷填志愿”已是第几季？

□雨来

客观地说，目前社会对技术工
人，尤其是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工人
需求很高。

中国的经济转型需要以技术
为依托的蓝领产业蓬勃发展，从而
告别低端、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
型产业。现在和以后，社会对技术
型工人的渴求只会越来越旺盛。
对这种形势，有识之士多有呼吁，
政府也多有引导。今年两会，“工
匠精神”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就是政府对产业方向的指引。

然而，尴尬的现实是，人们对
职业教育依然存在偏见，依然坚持

初中-高中-综合性大学的教育路
径。政府公务人员和高级白领依
然是家长对孩子的殷切期望。年
轻人对马云式的成功也趋之若鹜，
言必谈 O2O、B2C……然而，他们
却不肯低头钻研如何做好一只马
桶盖。国人到日本抢购电饭煲、马
桶盖就是对中国产业现状的偏离
和“工匠精神”缺失的绝佳注脚。
马云式的成功当然也需要技术，但
对传统产品精益求精的技术进步
依然是社会所缺失的。

更糟心的是，为了应对这种尴
尬，职业教育对生源的“掠夺”走向
了另一个极端。譬如，限制高中招
生名额，学生被迫进入职业学校。

譬如，像湖南都市职业学院这样偷
改学生志愿的行为。这必然又加
大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歧视。

一切都应回到自然的选择状
态。政府要多加引导、宣传，知识分
子要承担起公共建设的责任，对年
轻人谆谆教导。当然，更重要的，是
市场对“工匠式”蓝领的需求与肯
定。这种需求与肯定，要靠高收入
与社会尊重实现。那么，人们在选
择未来时就会扪心自问：自己究竟
需要什么？自己的幸福在哪里？那
么，职校招生就会容易得多。

期待有这一天：年轻人大大方
方在志愿栏填报职业院校，学校再
也不用费尽心机偷改学生志愿。

职校“巧取豪夺”生源背后的尴尬

@微言博议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贵州省毕节市黔西县树立中学考生杨维嘉发现，自己的高考志愿被人动了手脚。贵
州省201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报名系统6月29日零时正式开启，当天凌晨1时50分许，杨维嘉第一次登录系
统准备填报志愿时，发现系统中大部分志愿都填写了自愿放弃，只有高职（专科）平行志愿1那一栏填写了湖南
都市职业学院，所选专业为空中乘务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志愿状态显示：志愿不能被修改。

高校与科研机构
中的科研人员，为了不
让自己的科研成果“烂
在窝里”，与企业合作
几乎是一种必然选
择。但很多科研工作
者与企业打交道时发
现，要将一项科研成果
对外转化，自己既要会
写论文，又要会写专
利、会写合同，还要懂
财务、懂谈判……多位
受访者认为，应该把科
研工作者从他们不熟
悉的工作中解放出来，
保证他们能没有后顾
之忧地进行教学和科
研。 新华社发

力不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