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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9 月 7 日和 8 日，清华
园正式迎来了 3800 余名“零字班”本科
新生。2020 年，清华大学共录取内地
学 生 3500 余 人 ，港 澳 台 学 生 60 余
人。其中，来自西部地区省份的学生
约占 26.6%，农村及贫困地区生源占
20.2%。20.2%，这是近年来的新高。一
时间，“寒门仍能出贵子”，再次成为社
会话题。

此前一些年，“寒门再难出贵子”的
话题一度引发不小讨论，击中了很多人
的痛点。

2006 年 1 月，国家教育科学“十五”
规划课题“我国高等教育公平问题的研
究”课题组对国家重点高校进行了调
查。该研究显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家重点大学，20世纪
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
比例呈下降趋势：清华大学2000年农村

学生的比例为 17.6%，比 1990年减少 4.1
个百分点。17.6%，还不是最低点。再往
前些年，清华北大的农村生源可能是“十
里挑一”。

但情况显然在起变化。清华北大等
名校这几年的农村生源占比，在逐年增
加。以今年为例，相比 2018 年，清华大
学的农村生比例增加了2.3个百分点，这
对冲了城镇化态势给农村生源占比带来
的影响，所以才会引起“寒门仍能出贵
子”的乐观感慨。而这种变化，得益于面
向农村生的自强计划与面向贫困地区学
生的国家专项计划。

无论是清华大学于 2011 年启动的
自强计划，还是2012年开始的国家专项
计划，其制度设计思路很明晰：向贫困地
区倾斜。

如果说“寒门再难出贵子”是起跑线
差距跟保送、加分、自招等反向倾斜政策
叠合的产物，代表了某种阶层固化的趋
势，那这些计划跟那些高考加分乱象清

理动作合在一起，就是朝向教育公平的
制度性努力。

虽然坊间也曾有质疑，认为给予降
低录取分数优惠与采取单列计划招生，
对城市学生不公平，带有反向歧视意味，
但这秉持的只是结果公平观，却没有考
虑不同考生的不同成长环境、求学条件
与资源获取门槛。在以往的高考制度体
系整体上有利于城里学生的背景下，这
也是兼顾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的补偿性
公平之举。

对寒门学子来说，重视过程评价，不
只是让他们在最后的高考升学中有平等
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享有更高
质量的教育。

这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乡村学校的投
入，并改革教育教学方式，要让他们接受
完整的基础教育，而不只是成为“小镇做
题家”——虽然能考进名校，但由于综合
能力与素质的缺失，在进大学后没有长
远发展的潜能。

寒门学子要成为的，是人才，而不是
部分学生自命的“985废物”或“连985废
物都算不上的普通院校废柴”。

而要让寒门学子成才，提高农村生
进重点大学的比例的确重要，但仍不是
全部。

必须承认，不论怎么提高农村生进
清华北大的比例，量大面广的农村学生
主要进入的，还是地方本科院校和高职
高专。

但这要跟“去唯学历论”和“职业教
育发展”的框架打包审视：要让更多的寒
门学子成才，还要把每所本科院校、高职
高专都办好，这样一来，即便受的是职业
教育，寒门学子也能获得职业发展的成
功——他们也不必只盯着少数名校盼望
成为贵子。

当寒门既出得了“贵子”更出得了
“人才”，教育公平也能在社会公平的做
加法中拾级而上。到那时，离“寒门难出
贵子”的痛感消退还会远吗？

清华农村生源超两成
让寒门出“贵子”也出“人才”

□熊丙奇

□项向荣

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苏州市的苏
城文明码被标注“测试结束”。不久前，
苏州在“苏城码”APP（2.0版本）上推出了
文明码，称之为全国首创，引发外界热
议。文明码在功能介绍中，称可作为警
示和惩戒综合文明指数低于下限人员的
电子凭证，文明积分等级高的市民将可
享受工作、生活、就业、学习、娱乐的优先
和便利。这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对此，苏州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外界之所以对文明码有较大争议，其
实是对这个试行方案存在着一定的误解，
以及担心公权力过度介入私人和道德领
域。应当说，苏州此次的出发点是好的，
想利用数字科技使管理更上一个台阶，但
在执行的过程中对问题的考虑不够全面。

一些网友的看法不无道理。当社会
管理如此“精细”，把个人隐私置于放大
镜之下，用简单的标准严格管理，是否有
违法治精神？

其一，对隐私权的考虑不够。的确，
如今健康码通行全国，对遏制新冠病毒
的传染起到很好的作用，但不等于说什
么事都需要弄个码出来。苏州之前出了
个苏城码 APP，后来又出了苏康码，如今
又来了文明码，数字化是好东西，但在相
关的法律没有健全之前，“码”的使用不
应过度，大数据是有使用边界的，比如要
尊重公民的隐私权。

其二，文明码的“文明分”设计不够
客观。按照设定，没汽车的人文明分会
比有汽车的人高，因为他们不需要开车，
所以不会在开车上被扣分。文明积分高
的市民可享受工作、生活、就业、学习、娱
乐的优先和便利，有何法律依据？是否
有违社会公平？文明作为一种社会行
为，不应当量化为简单的积分，没有任何
一种完美的算法，能对一个人得出是否
文明的总结。

公共政策是公共权力在政策领域的
具体应用，需要有公共政策权力的合理
约束和对公共政策程序的适当规定。

好在苏州有关方面表态说：“我们也
在反思，应该在测试前更多征求各方面
意见，且没能在第一时间跟进进行充分
解读，导致了外界的误解和误读。”这是
一个好态度，希望以后出台公共政策时，
更加谨慎、更加具有法治精神。

“文明码”测试结束
“码”上改的态度值得赞

砍树不是一件小事，也可能成为
一座城市的大新闻。拥有 300年历史
的桂花巷位于成都市核心城区，是一
条近千米的小巷，与著名的宽窄巷子
景区仅一街之隔。以前道路两旁种满
了郁郁葱葱的桂花树和香樟树，每到
金秋时节，桂花飘香，悠闲的市民坐在
桂花树下赏花纳凉，享受成都独特的
慢生活。但这种氛围就在最近被打破
了，9 月 7 日早上，成都市民黄先生刚
来到上班地点桂花巷，就被眼前的情
景惊呆了：桂花巷内两边的桂花树，一
夜之间，全被砍掉了！

此事曝光后很快上了热搜，很多
人对此感到惋惜。媒体报道提到，
工作人员砍了整整 3 天，砍之前没
任何人来说过这事，事前也没有任
何部门通知过。目前，针对施工单
位擅自野蛮砍伐一事，成都市青羊区
有关部门已立案调查并将根据调查情
况严肃处理。

道路改造过程中，砍树这样的事
要不要征求周围街坊意见？可能按照

一般的工作流程并不需要，毕竟树长
在路边，属于公共财产，并不存在什么
产权纠纷。而且，像桂花巷这样的地
方，那些桂花树在当地人心目中可能
意义重大，但砍掉的风险不会太大，毕
竟那里不是宽窄巷子，不是景区，也很
少有游客光顾，在主事者看来，砍了也
就砍了，不会有什么麻烦。

但为何这样一件事如今却产生了
非常大的舆论反响？其实背后的道理
并不复杂。第一，说明桂花巷在成都
市民心中的分量，有很多市民喜欢这
条巷子，甚至可以说，对成都这座城市
来说，桂花巷也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符
号。第二，可能有必要重新审视一棵
树对于城市的分量。人居环境也是重
要的城市资产，并不只是说那里是景
区，或者是文物，所以才要保护。一座
城市的历史传承也可以具体到一条巷
子、一棵树，街道的市井气、浓缩市民
记忆的建筑物等，都可以唤醒一座城
市的历史记忆。对于这种特殊的城市
文化，显然也应该倍加珍惜。

报道援引有关人员的说法称，原
来的桂花树观感上不好，整治提升方

案是对桂花巷部分树木进行移栽。在
城市更新改造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
旧景观改造与保护的问题，哪些该彻
底改造，哪些又该保护下来，这个过程
中涉及很多精细的工作。显然，种上
新的树不能弥补人们的遗憾，毕竟人
们在乎的不是有没有树，而是自己喜
欢的那几棵还在不在。这里面的情感
相信很多人都能感同身受。

近年来，不少城市因为砍树而引
发争议，南京当年砍梧桐树造成了不
小的轰动。很多地方热衷于通过移栽
在短时间内达到绿化目的，其弊端已
经逐渐显现。在这方面，广东的一些
做法倒是值得参考，一是，广东省多个
部门于 2017 年 10 月发文严禁移植天
然大树进城，因为“采挖移植天然大树
弊病多、害处大，既违背树木生长规
律，难以保证树木成活率和保存率，又
破坏了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二是，
广州在修建地铁 8号线北延段的过程
中，因为一棵130岁的古榕树而一度耽
搁，最后通过暗挖方案既保护了古树，
又推进了工程实施。类似做法彰显了
保护和尊重市民情感的态度。

百年桂花巷，街坊为何留不住他们的桂花树

“不得与小学各学科机械对
应”“户外活动时间每天不少于2
小时”“注重生活活动的教育价
值”……成都市教育局近日出台
指导意见，规范幼儿园课程建设
与管理，丰富课程资源，改进课程
实施，改革课程评价，防止和纠正

“小学化”倾向。
《成都市幼儿园课程建设与

管理指导意见》明确表示，幼儿园
要规范选择课程内容，严禁设置
超越幼儿身心发展阶段的课程，
不得与小学各学科机械对应。幼
儿园应在相关部门指导下，确立
以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发展和终身
发展为取向的课程目标，根据课
程目标选择适宜儿童发展、与区
域教育发展相符合的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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