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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近意远 似少实多

□铁永功

反腐大戏《人民的名义》正在热
播，中纪委“适时”抛出了一个重磅

“打虎”消息：保监会主席项俊波涉嫌
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审查。

当然，这两件事之间并没有直接
关系，不过是艺术话题碰上了现实案
例，人们难免联想对比。所以，有人
说，这是《人民的名义》现实版，项俊波
是侯亮平（陆毅饰）变成了高育良。

事实上，现实比剧本更有冲击
力，被查的项俊波虽然不是职务最高
的老虎，但也是正部级，而且是现任，
比电视剧中直接出场的大 BOSS 高
育良，还要高半级。

不过，电视剧中的艺术形象，原
本就是从现实浓缩加工而来。落马
官员的经历和心路历程，也可以从作
品中找到对应之处。

比如，很多人从项俊波一路上
升的经历，看到了侯亮平的影子：名
牌大学出身，学的专业技术，毕业后
进入法定监督机关（审计系统），都是
年轻有为，意气风发，也办过一些名
震一时的案子。

除了没有侯亮平长得帅，项俊
波还有很多更传奇的履历：当过兵，
上过前线，酷爱文学，而且水平不低，
出过书，写过影视剧本，甚至以制片
和编剧的身份，拍了一部跟《人民的
名义》类型差不多的电视剧——《人
民不会忘记》。

这么看来，早期的项俊波，确实
有点现实版“侯亮平”的意思。这一
方面说明他也曾学有专长、积极有
为，他的一路上升也不是没有缘由
的；但一旦底线失守，没经受住诱惑
和围猎，也有变成“高育良”的可能。

项俊波放下枪参加高考，就考
入了人民大学财经系，拥有名校硕
士、博士学位，在审计系统一路升迁，
又成为国有银行高管，进而成为险情
密布的保险业的最高监管者，仕途可
谓顺风顺水、功成名就。但他的黯然
落马，说明他没有成为出淤泥而不染
的侯亮平，而是走向了他的反面。

风光时候，他可能忘记了当初
热爱文学、追求正义的初心；被查以
后，估计他会悔恨，如果当初按照自
己的兴趣选择文学，而不是听从父亲
的安排，选择了“更有前途”的财经专

业，可能中国多了一个不错的作家，
少了一个被查的官员。

当然，人生不能假设，项俊波走
上错误的道路，其实跟他当初的专业
选择没有关系，而是在遵纪守法这些
大问题上选错了方向。

现在，还不确定项俊波是在什
么时候、哪些问题上翻了船。但从媒
体报道的蛛丝马迹可以看出，至少在
他担任农业银行主要负责人时，已经
和个别问题商人过从甚密、私下勾
连，进入了他们的朋友圈。

从今年年初，关于项俊波落马
的传闻已经广为流传，然后他又高调
亮相，大谈治理保险业乱象、守住不
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现在他被
宣布接受审查，说明他自己没有守住
底线，也说明反腐没有休止符。

这种结果，可能更符合人们对
反腐现实的观感。权力太大不受制
约，就会发生腐败，这也是反腐规律
决定的。我们不能假设“侯亮平”必
然会变成高育良，但项俊波的故事却
再一次说明，构建“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立体的廉政制度有多么现实
和急迫。

项俊波是侯亮平，咋变成了高育良

□毛建国

最近，被誉为“全国十大知名高
中之首”的河北衡水中学分校在浙江
平湖揭牌，由此引发争议。浙江省教
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方红峰表示，衡
水模式与浙江教育理念相抵触，“它
是个应试教育的典型，它眼睛里只有
分数没有人。跟我们浙江以人为本
的素质教育理念不符合，他们认为是
先进，我们认为是落后的，我们浙江
不需要”。

一所民办学校的创设，只要符合
《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要求，只要得到
家长和学生认可，并不需要看主管部
门的脸色。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不可
能连这个常识都不懂。因此，所谓

“浙江官员叫板衡水中学分校”，只能
是一家之言，并不能代表政府态度。

而且，作为一个政府官员，也并非
不可以对某一社会事件，对某一社会
倾向，发表自己的见解。只要其发言
符合道德和法律的要求，完全可以做
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只是这里
有一个关键，不能把个人理解等同于

部门意志，不能因为不符合自己的认
知就去拼命打压。因此，即便不能理
解和接受这位官员的观点，也应该捍
卫其发言权。遑论这位官员的发言，
也符合现在的主流观点、流行观点。

只是有一点想问，当这位官员叫
板“衡水模式”时，真的能够做到理直
气壮吗？对于“衡水模式”的优劣，舆
论的分析已经足够深刻、足够全面
了。正如舆论公认的，虽然素质教育
喊了很多年，但对于大多数中国学生
来说，还是陷在应试教育的窠臼里不
能自拔。因此，即便舆论认为衡水模
式可能并没有“高考集中营”这么简
单，但还是担心，在素质教育上好不
容易形成的一点共识、取得的一点成
果被轻易葬送掉。

在这位官员看来，浙江强调的是
“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事实
上，不仅是浙江，从口号上讲，有哪一
个省市不是如此呢？即便衡水中学
所在的河北省，也没有提出与素质教
育相反的口号啊？可舆论知道，涉及
到教育话题，很多时候说归说，做归
做。别看大家说得都很动听，但事实

上经常做着南辕北辙的事。
拿浙江的中学来说，难道就不抓

分数，就不比分数吗？高考是一根指
挥棒，有着什么样的高考模式就有着
什么样的教育导向。在当前的高考
模式下，其实大家都是“衡水模式”的
示范者，所不同的是，有人走了 100
步有人走了 50 步。以五十步笑百
步，这种道德优越感还是不要为好。
真去要了，反而因为口是心非让人耻
笑。何况有一些地方，只是因为没有
学到衡水模式的精髓，没有表现得如
衡水中学那样突出，这才表示出对衡
水模式的不屑。

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为什么
大家都认为素质教育好，可真正的素
质教育推行不了？为什么大家都认
为应试教育不好，可大家还都挤在应
试教育的路上？这恐怕与教育现实
分不开。在当下，如果真要从根本上
改变高考模式，谁也不能保证找到更
好的模式，谁也保证不会出新的更大
问题。于是大家“明知山有虎，偏向
虎山行”，只能把宝押向未来，押给后
面的人。

浙江官员叫板衡水模式恐底气不足

□杨鹏

摘要┃素质教育说了这么多
年，我们其实至今还没有教会孩子
们正确的生活观、消费观和价值
观。他们是应付考试的高手，但面
对社会就像是一群没长大的孩子。

华商报上个月曾报道，西安一
名大二女生因网络贷款买化妆品，
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为还贷款拆东
墙补西墙，最终因被债主逼债并恶
意散发不良消息而不得不停学回
家。近日，陕西祥胜会计师事务所
受华商报之托，对女孩的部分账目
进行了清算，发现部分 APP 借款平
台的利率远高于国家法定的范围。

可能是因为年轻人爱尝鲜，也
更容易接受新生事物，所以，曾几何
时，大学生群体还是各家银行信用
卡业务“跑马圈地”的必争之地。可
是，当社会与大学的“围墙”被现实
和互联网“推倒”之后，信用卡分明
已不再那么时髦，不经意间，校园贷
已然在各大高校迅速“蹿红”，许多
互联网借贷机构前仆后继地争夺大
学生这个消费群体，近年大学生群
体深陷高利贷的越来越多。

现在，很多人一提起高利贷，脑
海里就会浮现出两个形象：黄世仁
和杨白劳。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高
利贷，往往都是处处挖坑设套，而且
一环扣一环，无论求贷多少，只要一
染指高利贷，几乎就陷入了永远偿
还不清的一个个陷阱，悲摧如杨白
劳。因而，高利贷与毒品、赌博常被
并称为毁灭人生的三大毒瘤。但话
又说回来，目前民间借贷属于民事
行为，放高利贷行为仅是在利息方
面违反了法律规定，却并不构成犯
罪。

高利贷，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学
习之需，相反，据华商报记者调查显
示，西安大学生申请小微贷款中，

“以女生居多，多用于买化妆品、衣
物等，而男生中也有部分借钱者，则
多用于玩游戏、谈恋爱、购买电子产
品等”。事实上，大学生虽然没有经
济来源，但却有着超强的消费力。

显然，在校园贷红火的背后，我
们看到了大学生消费力何以超强的
一个原因。冷静想想，大学生为什
么容易成为放高利贷者的猎物？既
然高利贷本身就是个陷阱，又如何
帮助大学生解套？

需要承认，进入高校之前，孩子
们一路应付各种“考考考”，上大学
之后出现肆无忌惮地“买买买”。这
不能全怪孩子，相反，孩子们的超强
消费能力，是学校、家庭、社会“惯”
出来的。素质教育说了这么多年，
我们其实至今还没有教会孩子们正
确的生活观、消费观和价值观。他
们是应付考试的高手，但面对社会
就像是一群没长大的孩子。

对于很多大学生来说，进入高
校，意味着第一次真正脱离了父母
的照料，成为个人独立生活的开
始。应该说，独立生活能力，不能从
大学才开始自我摸索，相反，生活、
情商、财商等能力教育和培养需要
从娃娃抓起。

还有必要提及的是，大学生信
用卡的发行一度曾泛滥成灾，各大
银行疏于风控把关、恶性竞争，导致
了接连不断的信用卡透支和违约所
带来的大量坏账。彼时，大学生虽
已成年，但是否可以成为借款主体，
舆论场上争论很大。或许，我们需
要像当年治理大学生信用卡一样，
对校园贷也来一次“亮剑”。

大学生为何容易
成高利贷的猎物？

“一些有能力分红
却长年一毛不拔的铁
公鸡，证监会已经在高
度关注这个问题，不能
放任不管，会有相应的
硬措施。”

4月8日，中国证监
会主席刘士余发表上
述言论。据统计，截至
4 月 9 日，沪深两市有
39 家上市公司自上市
从未现金分红。其中
有 30家为上市 10年以
上的“老”公司。

摘要┃有人
说，这是《人民的
名义》现实版，项
俊波是侯亮平变
成了高育良。

摘要┃为什
么大家都认为素
质教育好，可真
正的素质教育推
行不了？为什么
大家都认为应试
教育不好，可大
家还都挤在应试
教育的路上？这
恐怕与教育现实
分不开。

日前，全国试点本科自主招生的高校已全部公布2017年招生方案，报名工作基本结束。
专家认为，自主招生是高校改革发展的方向。各高校应改变原有体制下长期依赖统一命题、划分

数线的录取模式。应在突出高校办学特色基础上，制订更加多元、科学的招生办法，培养有眼光、会筛
选的学生优秀“考官”，选拔出真正独具优势的人才。 新华社发

精挑细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