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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近意远 似少实多

□澎湃

这两天，一则民办小学入学
考试“考”家长的消息，刺激起朋
友圈里许多人的焦虑感。

上海市民办阳浦小学和青浦
世界外国语学校，在每个孩子面
试的同时，为家长准备了一套超
复杂的问卷调查。网友调侃，智
商不够都不敢生娃了，博士生没
通过幼升小面谈。更过分的是，
问卷不仅考察家长们的学识，还
要求填写爷爷奶奶的学历、工作
单位等信息，俨然“查三代”的架
势。

学校在录取学生时“考”家

长，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出现
过。敢于如此“傲娇”的，大都是
当地的名校。不过，教育一直被
视为减小社会差距的利器。寒门
也能出状元，给了无数家庭以希
望。如果家长的身份、地位过多
地影响孩子的就学，有可能放大
社会上的公平焦虑。所以我国的
义务教育总是强调均衡发展，努
力补齐短板。

教育公平是一切公平的基
石。家长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
到孩子身上，就是相信孩子可以
挣脱出身的限制，在更大的世界
里实现自我。

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

只有给每个孩子公平的教育机
会，方能人尽其才，实现人力资源
效用的最大化。所以教育是最不
能搞“出身论”的领域。

不过现实比理念更复杂。教
育公平不等于绝对平等。区域之
间、城乡之间的差距永远没办法
彻底消除，民办教育如何兼顾效
率与公平也是一个难题。

有人主张民办学校可以“考”
父母，因为考的是教育理念，学校
与家长教育理念契合很重要。换
个角度，民办学校学费更高，家长
是否有权利要求比其他孩子更公
平？事实上，“花钱买更好的教
育”符合一些人的公平观念。

还有不能忽视的一点，优质
教育资源总是稀缺的，因为“优
质”是相对的，水涨船高。据说香
港“幼升小”竞争激烈程度还要可
怕。

为了缓解入学焦虑，有两个
着手点：一、增加教育资源的供
给。民办名校太强势，那么就建
设更多更好的公立学校，让排头
和排尾的差距不要那么醒目。
二、不能消除选拔，那么就让选拔
规则公开、合理起来。

教育资源的分配或许永远无
法让每个人满意，但我们要知道
努力的方向。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14版）

教育是最不能搞“出身论”的领域

□朱达志

针对媒体报道的“万吨小麦
被忘 7年变质”，中国储备粮管理
总公司官方微博 5 月 8 日刊发声
明称，由于 2010 年个别地区灾情
较重，收购的部分小麦品质不符
合国家要求。根据国家有关部门
部署，实行统一封存，统一组织定
向销售给饲料及工业酒精加工企
业。2014 年 6 月，该批小麦经有
关部门组织定向拍卖销售后，金
硕公司因自身利益未得到满足，
拒不出库。

此前，据媒体报道，由中央储
备粮位于河南南阳向东直属库光
武分库张华楼点保管的价值3000
多万元小麦，在耗费了数百万元
巨额保管费后由二等品变成了等

外品，连猪都不能吃了。中储粮
河南的三级管理部门面对记者的
疑问，拒绝提供任何说法。

现在说法是初步有了，但责
任呢？万吨小麦被拖了 7 年未被
有效利用，令人错愕。目前，这批
小麦已丧失食用价值（人或畜），
3000 多万元早已打了水漂，数百
万元保管费用也不算小数，而处
理这批废品还得花费多少不得而
知……

依照中储粮总公司方面的声
明，七年前，小麦已被河南分公司
的光武分库委托金硕粮油有限公
司收购。2014 年 6 月组织定向拍
卖销售后，金硕公司拒不出库。
另据报道，在这几年里，金硕粮库
按时足额地从国家财政中领取巨
额粮食保管费用。

这里面的“自身利益未得到
满足”，具体是指什么，我们不得
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
金硕公司还是光武分库，也都曾
对那批粮食的处置向上级做过
请示、反映、协调，但是那批小麦
仍然没获善终，直到今天彻底烂
掉。

个中缘由，不得而知。但基
本能看出，这不是某一家的事，而
是涉及多方。整件事情中，有可
能存在一连串失职、渎职等职务
或经济犯罪。

这就好比，手术室里，医院部
门之间因为利益纠葛发生了冲
突，医生晾着病人不继续进行手
术，结果导致病人死亡。势必有
人要为“死亡”的结果负责。转换
到中储粮这次事件，显然，这件

“部门打架、粮食遭殃”的闹剧，伤
害的是国有资产，是公众利益，势
必要有人为“万吨粮食报废”负
责。

目前，金硕公司和光武分库
各说其话，让事情变得复杂，而责
任，一时难以厘清。好在，中储粮
总公司派出的专门工作组已抵达
河南南阳。接下来，还应有第三
方的监督部门介入调查。

我们不仅要搞清楚万吨粮食
为什么被“拖死”，是谁“拖死”的，
更应厘清责任，做出相应处罚，以
儆效尤。

而更重要的是，针对此次事
件的善后，一定要有一个管理制
度“重建”或者“修复”的工作。再
发生类似的矛盾或冲突，不能再
让公共财产遭殃了。

谁为3000万元“被报废”的储备粮负责？

□王言虎

这几天，一段山东菏泽鄄城小
姑娘在广场上捡拾纸片的视频在网
上传播开来，引得一片点赞之声。
一时间菏泽“最美弯腰小女孩”，在
网络上成了热词。

“大兵带着小兵，快速地到我们
前边来。”通过视频中某个人的指
令，可以推测，这是一场亲子运动
会。多个家长领着孩子急匆匆地走
过，唯独这名小姑娘在不停弯腰捡
拾地上的纸片。

广场上很热闹，但热闹似乎跟
这个小女孩无关，她一直在淡定地
捡纸片，就像把它当成了工作。每
一次弯腰捡起被丢弃的纸张，都那
么认真。

3 分钟之内，小女孩弯腰捡拾
18次，3次走向垃圾箱。

这一幕感动了许多网友，有人
评论道：“如果有天使，天使就应该
是这个小女孩的样子。”

小女孩每一次弯腰，展现的都
是教养。女孩看起来最多也就六七
岁，一个儿童能有这样的行为，与良
好的家教是分不开的。所以，小女
孩值得点赞，她的家长同样应该被
赞赏。

这一幕发生在亲子运动会上，
也颇值得玩味。周围的家长带着孩
子，从同一起跑线出发，匆匆忙忙都
想赢在终点。匆忙的家长们，好像
集体去参加什么仪式，似乎只要参
加了，孩子也就跟着成长升级了。
可在这场亲子竞赛中，似乎所有人
都对那满地的纸屑视而不见，唯独
小女孩一个人置身于热闹之外，做
了该做的事情。

满地纸片的广场，其实是最好
的素养教育场景。但急于在亲子运
动会上抢先“撞线”的家长们，却舍
近求远。我猜这些家长都太想赢
了，从而忘记了如何正确教育孩子。

最好的德育平台，就在于普普
通通的日常。过马路要走人行道，
看到垃圾要捡起来，见到长辈要主
动打招呼，这些不起眼的小时刻、小
动作，才是滋生干净灵魂的基础。
家长是什么样，孩子往往就会是什
么样。

好多人说，教育孩子，需要花费
多少多少金钱，否则就教不好孩
子。但父母能给孩子的最好的教
育，其实无非就是父母在日常生活
中的良好示范而已。这东西，不分
阶层，不论贫富，能不能教育好孩
子，无关金钱，就看你自己是什么样
子。

我相信这名在广场上不停弯腰
捡纸片的小女孩，平时的家教一定
是极好的。没有良好的家教、品行
高贵的父母，就不会有她在广场上
的最美身影。因为所谓教育，不过
是一个灵魂摇动另一个灵魂。

最好的教育
在日常小事

近日一报告将年薪 10万-50
万元的人群定义为新锐中产。而目
前中国绝大多数中等收入者并不
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中产阶层。他
们不拥有生产资料，不具备什么社
会资源支配能力。确切地说，流行
的“中产阶层”说法指的是中等收
入群体：他们大多从事脑力劳动，
靠工资性收入生活，受过良好教
育，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家庭消
费能力较强……鉴于国情和社会
发展现状，还是暂时放下高大上的
“新锐中产”，代之以中等收入群体
这个更为靠谱的概念。

——中国青年报评论

摘要┃只有给每个孩子公平的教育机会，方能人尽其才，实现人力资源效用的最大化。因此，教育
是最不能搞“出身论”的领域。

摘要┃我们不仅要搞清楚万吨粮食为什么被“拖死”，是谁“拖死”的，更应厘清责任，做出相应
处罚，以儆效尤。再发生类似的矛盾或冲突，不能再让公共财产遭殃了。

新华社记者 5 月 8 日从湖南省邵阳市纪委获悉，7 起基层干部“雁过拔毛”式腐败案例被严肃查
处。这些基层干部或虚报骗领移民资金，或骗取、截留民政补助资金，还有的套取民政补助金，甚至侵
占集体资金、帮助他人套取土地补偿款。惠民资金就这样成了贪官的“唐僧肉”。新华社发

雁过拔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