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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

11月8日，记者节。媒体人如约
而至，在这一天谈论理想，谈论新闻
专业主义，谈论媒体转型。

北方的雾霾没有散去，寒冬在等
待。在话语的江湖里，早在几年前，
媒体前面就加上了“新”或者“自”的
前缀字眼。站在某一年度很难触摸
到这种变化，但从世纪之初放眼望
来，改变发生得很彻底——报纸的转
型还没有完成，门户网站就已被抛入
传统之列。自媒体的资本腾挪和市
场估值，让传统媒体屡屡咋舌。

上海新闻地标《东方早报》传闻
停刊，《京华时报》合并在即，媒体变
革没有给理想一点面子。没有谁比
媒体人更失落。以前他们用新闻民
工自嘲，现在一语成谶，失落催生告
别，身份转型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媒体人从报纸、网站走进企业，变成

PR，变成产品经理。与旧时代的告
别，当然不只是换了张名片而已。

更致命的变化发生在阅读者身
上。自媒体的搅局，伴随着浅阅读、
碎片化阅读的流行，它背后是整个
新闻阅读习惯的改变。新闻事件发
生后，人们已没有耐心等待第二天
的报纸，甚至没有兴趣打开网站，手
机成了所有的资讯入口。报纸、新
闻网站与读者之间的联系，被 APP
和微信公众号拦腰斩断。

新闻需求改变的同时，供给也在
变化。说不清是阅读习惯塑造着媒
体，还是媒体培养着阅读习惯，在报
纸和新闻网站，这样的事实显而易
见：严肃报道和深度调查，成了媒体
变革最先砍掉的赘肉，严肃评论也在
报纸的第二版摇摇欲坠。而就在短
短几年前，它们还盛极一时，无冕之
王的荣光熠熠生辉。世易时移，关于
经营的现实主义法则，比情怀和理想

更能影响一家媒体，在阅读变轻的时
候，哪家媒体会愿意继续驮着调查和
评论，在经济上不断付出的同时，承
担报道评说的风险？

你可以说这种改变很功利，但不
能说它有悖时势。时势不可逆，媒体
人再怎么吟唱，终究得面临先把自己
养活的命题。先养活自己，再记录时
代，如果把媒体人安放在这样一种位
置去观察，反而能够从告别中品味出
坚守的味道来。因为与其说互联网
摧毁的是传统媒体的介质，不如说它
是在去中心化，去中心化把媒体人打
散在各个行业，让他们转型，同时却
建立了新的言论格局——人即平台，
人即最深刻的媒体。所谓文字不死，
意味着记录者的火种能够以人为载
体进行传播，新闻理想未尝不能得到
新的延续。

当饿了么推出社论致敬记者
时，这点也许更加确凿无疑。脱下

新闻人的外衣，换上产品经理的名
片，未必意味着你只能做时代的围
观者。记录和书写是权利，也是使
命，它和真相有关，没有也不该有资
格壁垒。甚至它磨平了新闻专业主
义的记录门槛，至于随之而来的谣
言，在资讯自由流通的环境下，也并
非什么杞人忧天的事情。一个人人
都是记录者的时代，一定是距离真
相最近的时代。

12年前的11月8日，《南方都市
报》用一篇《你可以什么都不是，但
必须是一个记者》，迎接一个新闻报
道和言论盛世的到来。数字12在星
座和生肖上，正好是一个完整的周
期，12年后的传媒江湖已物是人非，
媒体人已经出走，正在出走，将要出
走，悲情在弥散，但该乐观的是，再
多的不堪，也改变不了一种新格局
的到来：即便你什么都不是，你依然
还是个记者。

即便你什么都不是，你依然是个记者

□储朝晖

摘要┃修法影响学生数量最大
的是农村留守儿童。修法不能只出
于管理目的，需要对可能受到影响
的群体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最大限
度满足教育公平。

背景：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修改的《民办教育
促进法》。修订后的《民办教育促进
法》明确规定，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
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教育部负责
人对此解释：“义务教育体现国家意
志，是政府必须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
和国家强制公民必须履行的义务，这
种性质决定了义务教育阶段不能举
办营利性民办学校。如果允许举办
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将
影响义务教育政府责任的落实，影响
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那么，修法之后，会对义务教育

阶段民办教育产生哪些影响？尤其
是对哪些学生群体产生更明显的影
响呢？

受修法影响最大的学生群体是
农村留守儿童。根据我们的研究，
义务教育阶段 12%到 13%的学生在
民办学校上学，这一占比又主要分
为两类：7%到 8%属于留守儿童，另
外一部分是北上广等大城市中高端
民办学校的学生。

父母之所以让留守儿童选择民
办学校，主要是因为农村中小学办
学质量难以满足留守儿童的教育需
求，比如，留守儿童父母不在家，认
为放在民办学校比较可靠。加之一
些大城市对流动儿童的上学门槛提
高，把孩子放到当地民办学校也是
无奈之举。

另外，留守儿童选择的民办学
校，大多数是投资办学，而非捐赠办
学，修法之后，如果真正做到“非营

利”，恐怕也是办学者内心不乐意
的。以前很多回报没了，虽然可以
有适当补助，但投资与补助相比，差
别还是很大。如果他们选择退出，
这些留守儿童去哪儿？也许只能重
新回到农村公立学校。

而对于城市中高端民办教育学
生来说，虽然也会有影响，但由于需
求的层次不一样，这一端的效果可
能是增加低龄留学比例——如果家
长无法继续选择高端学校，很可能
把孩子送到国外。

民办教育近年来之所以不断扩
大，是因为公众有需求，做出了选
择。2006 年之前，义务教育阶段民
办学校的学生比例，在有些地方甚
至达到30%、40%，2006年《义务教育
法》修订，明确了公立学校义务教育
免费政策，使得一些学生又回到公
立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生
比例一度降到5%、6%，而10年后，这
一比例又超过10%，说明学生家长经

过考量，还是选择了民办学校。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修法是否

会导致社会办学资本大量退出？的
确，大部分办学者不是教育家，而是
教育商人，但是，怎么监控营利还是
非营利呢？其实是很难监督的，民
营办学者很可能会继续选择营利，
但让账面不体现出来。

当前中国社会并不具备非营利
教育的基础，比如捐赠助学，也不是
没有，但总体还是较少。真正的非
营利需要有价值信仰，这是重要基
础。把学校划分为营利和非营利，
是行政管理的思路。

无论如何，修法不能只是出于
管理目的，如何面对修法后带来的
利益调整，对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体
采取哪些有效应对措施，最大限度
满足教育公平，才是修法真正意义
所在。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09版，
作者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义务教育禁设营利性民办学校”对谁影响最大？

东莞经济为何跑赢大盘

@评论员李铁：三年前，东莞
经济被唱衰，因为制造业日子不好
过。这一两年，当全国经济日子不
好过的时候，东莞经济远远跑赢大
盘。在我看来，东莞经济的健康程
度一直走在前列，东莞尊重市场的
小政府理念一直领先全国。我有一
个亲戚，在东莞开厂十几年，几千人
的大厂，老板没有与所在村的村干
部见过一面。也没见当地的权力部
门来吃拿卡要，这是东莞的核心竞
争力之一。

即便经济下滑，东莞也将是经
济最坚挺的地区之一。东莞一些镇
的GDP，超过中国大多数地级市，但
是这些镇的街道容貌，依然小气，甚
至乱糟糟的。这或许正是东莞的可
贵之处，没有大政府，没有整齐划一
的大挖大建，这背后是自由与活力。

房产税抑制房价，很天真

@光远看经济：把遏制房价的
希望寄托在房产税上，很天真。房
产税要出台，必须解决立法中民众
关注的焦点问题，比如征收目的、与
土地出让金的关系、70年土地产权
如何解决等等。与房地产有关的税
费在未清理的情况下贸然开征房产
税，意味着房地产领域的税收将更
为繁重，房产税只是悬在中产头上
一把剪羊毛的利器。

@微言博议

“双11”临近，不少“剁手党”早已将心仪的商品收藏或加入购物车，就等11日凌晨
动手开抢。

目前网购环境中又出现六种新“病毒”要警惕，其中之一是钓鱼网站制作的“有
毒”二维码，只要网购消费者扫一下，卡里的钱就会轻轻松松被刷走。 新华社发

诱“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