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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大刚

近日，一则校外补习班把孩子
逼 哭 的 报 道 再 次 引 发 了 舆 论 热
议。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家长
不听、不理会劝告，对校外补习班
趋之若鹜？直接的原因相当简单：
提高分数。说到底，大家都是冲着
提高分数去的。有了这一点，所有
高明的劝说都归于无效。

不能不说，中小学的补习高
潮，与推行所谓“快乐教育”“减负”
等教育改革是相伴随的。

2000年左右，有媒体发现孩子
们在学校待的时间太长，书包太
重，读书太累，有的学生压力太大，
做出极端事件。为此，教育主管部
门引进“快乐教育”等新理念，打算
把教育办成一件让人愉快的事业，

“减负”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结果是，孩子们在学校待

的时间的确是缩短了，书包也轻
了，但很多培训机构抓住这个空
当，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书包也变
成了两个以上。

这种一边减负，一边增加负担
的现象，全国皆然。

当把高考当作几乎唯一的出
路时，谁能不重视分数？谁敢不进
补习班？

何况孩子放学后，那些“朝九
晚五”的双职工父母必须腾出一个
人完成接送孩子的任务。如果不
行，这个任务就落到爷爷奶奶、外
公外婆身上。如果老人也无法接
送，只好雇人或委托专门机构。以
午托等为名的补习机构应运而生。

分数、中国的家庭结构、经济
水平，决定了补习班的生存土壤。

说实话，谁也拦不住成千上万
的家长带着孩子冲进培训机构。

孩子不上补习班？
谁信！

□杨朝清

青海的马大爷到深圳卖土豆，
遭遇滞销无奈堆放街头。11 月 14
日，有深圳市民将此消息发布至网
络和朋友圈，引起关注。马大爷的
32吨土豆几乎一夜卖光。

市场经济是残酷的，农产品滞
销早已见惯不怪。经由微信朋友圈
发酵，“全城买土豆”成了一个温暖的
故事。融入共同体意识的“微公益”，
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强大能量。

当个体遭遇公开化，当自身的
利益诉求社会化，这位老人才会享
受“全城买土豆”带来的立竿见影的
效果。这并非依靠农产品内在的吸
引力和竞争力，而是依靠捉摸不定
的公众注意力。这位老农是幸运
的，却并不见得所有的农民都有这
么幸运。

这是一种尴尬的现实，也是一
种纠结的处境。得到舆论关注的弱
势群体，往往能够迅速地改变生存
生态；处于公众注意力边缘地带甚
至空白地带的贫弱者，却难以得到
及时、有效的社会支持。

“全城买土豆”一次可以奏效，
却并不意味着可以复制推广；解决
农产品滞销的关键，在于市场需求
与供给的良性互动。指望“注意力
经济”“道德经济”屡试不爽，未免太
天真。

传统农民向职业农民过渡的
“转型之路”依然艰难曲折。农产品
滞销是一种市场行为，不能每次都
指望着“全城买土豆”这样的道德美
谈来化解；只有培养更多的职业农
民，让农民在市场浪潮中更主动、更
从容，农产品滞销才会减少。

“全城买土豆”
呼唤“职业农民”

抱怨：不想读，太累

@媛纸想要当学霸：上了班
才发现在北上广这种地方生存真
累。当生存都需要付出十二分的
努力时，你跟我谈诗谈书谈生活，
我可能真的懒得理你。

@血统纯正的粉丝：下了班
累成狗，谁有心情看书？

调侃：书不是用来占座的吗？

@瓶子里de快乐：中国的书
是用来占座的，你要是敢拿走，呵
呵呵。

@团子么么哒：妈妈说了，不
是我的东西不要捡。

@思考一点点：能挤上地铁
站稳就不错了，哪有地方看书啊？

@pro_mad：你在公共场合见
到一本书莫名其妙放在那儿，你的
第一反应是什么？这才是最终是
否把书拿起来的关键。对社会的
猜疑和畏惧，才是很多人不敢碰书
的原因吧？大家的自我保护意识
太强了。

肯定：只有益没有害

@小雪伊医：书籍的流通恰
恰是资源共享，大家附上自己的阅
读心得甚至联系方式流通下去，不
仅不浪费资源，反而将资源最大化
利用了。至于担心收废品大叔大
妈拿去卖，能不因噎废食吗？

@Master_Han17：明明是一
个非常有意义的好活动，且不说效
果究竟怎么样，它对社会只有益没
有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批评。

@BeataVMChou：虽然我们
的节奏快，但这不是拒绝知识的理
由啊！

建议：贴二维码扫电子书

@朕是阿拉蕾：很烦听见文
艺青年说，地铁上大家都玩手机不
读书。拜托我们天天拿手机也是
在读书好吗？我只要获得文字中
传达的知识内容，不需要你们喜爱
的纸张的触感。我没有精力去图
书馆借阅，也不想太多书占据我的
居住空间。

@啊邦Sir：自从用了 kindle，
我就不再买实体书了。实体书捧
着累，买着贵，旧了心疼。

@天下着糖果：座位上可以
贴二维码，扫一扫下载电子书，环
保又方便。

劝导：珍惜每一分改变的力量

@人民日报：地铁太挤、看的
人少不假，但不能苛求一座“行走
图书馆”尽善尽美。公共精神空间
的变迁不易，要珍惜每一分改变的
力量。一次“路演”，最大意义是唤
醒。用共享唤醒沉睡的阅读，让人
文精神的漂流唤醒城市温度。

@小雪伊医：你总不能靠一
个活动就彻底解决一个问题，这需
要很多这样的活动。长期倡导，这
个社会慢慢去形成这种氛围的。
你不能说一步走不到天安门，你就
一步也不走。

@灰灰要加油 fighting：一步
步改变，一点点进步，最后就是整
个社会精神境界的提升。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丢书大作战”，用共享唤醒沉睡的阅读

□雨来

根据国务院 2014 年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
意见》，截至今年 9 月 19 日，全国
31 个省份全部取消农业户口，城
乡二元户籍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
台。我省早在2014年11月即印发

《关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明确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
户口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
口。

这个大事件固然喜大普奔，但
是农民变成居民，就意味着乡下人
变成城里人了吗？显然还不是。
专家们提出了很多亟待解决的问
题，譬如，土地、住房、教育、卫生、
就业、社保等等，不一而足。现在，
叶县的王花垒刘越洋夫妇就被亟
待解决的医保问题给难住了。

据晚报报道，王刘夫妇刚生了
小孩，一家人很高兴，却因孩子生
病住院报销难给愁住了。王刘夫
妇是教师，都上过大学，但户口未
转出，是农村户口。同时，夫妇俩
有公职身份，交的都是城镇职工医
疗保险。于是问题来了：现在孩子
生了病，医疗费用新农合报不了，
因为户口随母的小孩和母亲都没
有参保；夫妇俩想给孩子参加城镇
居民医保，孩子偏又是农村户口。
也就是说，不是有关部门不报销，
而是的确不符合规定。

其实，当初报户口时，夫妇俩
也想给孩子转城镇户口，但户籍警
说，自今年 5 月开始，已不分农村
户口和城镇户口，没必要转城镇户
口了。这倒是实话。然而，他们和
户籍警都没料到，纸面上取消了农
业户口，但相关配套政策与现实还

有距离。他们更没想到，相关配套
政策的滞后效应这么快就让他们
给遇上了。

也不能全怪政策。譬如，根据
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的相关规定，新
生儿在出生后3个月内若参保，可以
报销从出生产生的医疗费用。如果
王刘夫妇的小孩是城镇户口，显然
不用担心医疗费用报销问题。但孩
子偏是农村户口。农村户口虽然取
消了，但分配到各个领域的相关配
套政策，还没来得及修改呢！

公平地说，配套政策滞后也是
客观情况，问题是让谁碰上。

这个过渡期，肯定会给一部分
人带来不便。我们现在只有期待，
期待政府把附着在户籍之上的各
种亟待解决的问题尽快解决了。
越快越好。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06版）

农民变居民，配套政策要快跟上

国内耗材回扣30%，进口耗材回扣25%……近期，河南查处多起从医疗设备试剂、耗材上非法获利
的案件。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随着药品零差价实施，以及社会越来越关注药品腐败，一些医院和医生
变换手法，从试剂、耗材上攫取利益，手段更为隐蔽。这类贪污腐败案件通常历时时间长、涉案金额巨
大、牵涉人员众多。新华社发

“顺藤摸瓜”

11月 15日，一场名为“丢书大作战”的活动在北上广三地同时上演。约1万本图书被“丢”在北京、上海和
广州地铁的座椅、角落等地点，等待经过的人们捡起、阅读。这一活动是效仿英国演员、《哈利·波特》小学霸

“赫敏”的扮演者艾玛·沃特森的做法。她近日将100本书“丢”在伦敦地铁内的各个角落，号召粉丝寻找并阅
读。中国的“丢书大作战”得到了黄晓明、徐静蕾、张静初等明星的支持，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微言博议

■短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