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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武汉钢铁集团职工徐武从关押他
的武钢职工二院精神科监护病房成功“越狱”。随
后，他到广州向媒体举报称，因为自己多年上访，
遭到前上司、原单位的“迫害”，被非法收治在精
神病院长达4年。4月27日，徐武在广州接受电视
台采访后被武汉警方以“涉嫌危害社会安全”跨
省“抓回”。5月1日，武钢宣传部门及当地警方通
过媒体发布“通稿”称，徐武现正在医院继续接受
治疗，文中没有提及徐武的身份及“出院”时间。
(5月5日《第一财经日报》)

已经有诸多专家和评论人士指出，警方跨省
“抓回”徐武并无法律依据。怪异的是，武钢方面

对许多问题并不予以回答，而是以通稿敷衍了
事。例如武钢新闻发言人白方就对某记者称，“通
稿就是最终解读”。当记者追问：“如果对通稿还
有疑问，该去找谁来解答？”白方对此追问有些生
气：“不要来找我，你们爱找谁找谁去吧！”并称

“我对你没兴趣！”
以这种所谓的“通稿”来推托，其实是对

真相的遮蔽，是对民众和记者知情权的敷衍。
有利于自己的信息就公开，不利于自己的信息
就隐瞒，居高临下地向公众描画自己正面的形
象，难免引发质疑。按照我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在信息公开中，信息拥有一方和要求

知情一方是平等的，信息拥有一方有义务向要
求知情的一方提供准确的信息。除了法律规定
的不得公开的信息外，信息公开是全方位和持
续性的，既不能仅对某一方面公开，也不能仅
公开某一时间段的信息。

很显然，武钢的“通稿”并不是信息公
开。作为一个国有企业，想方设法地树立自己
的正面形象当然可以理解;武钢可以发通稿，但
是，这绝对不能代替信息公开。因为，通稿既
然是信息拥有一方有选择性地告知形式，其信
息量有限，或是片面的，或者只是阶段性的，
这又如何能解决民众的信息饥渴？民众对于通

稿中所没有提及的信息，或者认为通稿中的信
息不准确，又如何去知情？如果只有通稿，那
么，武钢以及武汉有关部门又怎么能称得上履
行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义务，怎么能称
得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与
决策权”呢？又怎么能消除民众对于有关部门
执法的疑虑呢？

今天，我们渴望了解“徐武门”事件的真
相，而不是“通稿”，我们需要的是信息公开，而不
是有遮掩意识的“通稿”。否则，武钢甚至有关政
府部门的公信都将受损，而徐武作为一个国家公
民，其基本权利能否得到保障，无疑也让人揪心。

广东实验中学初中部初二全体
同学跪在操场上，从父母手里接过
了父母写给自己的家书。这样的仪
式很不合时宜。

下跪乃为古礼，但某种意义上
说，跪拜亦是等级观念的形式产物。因此，在社会文明
进步的今天，我们大可不必将“跪拜”这种早应消失的
东西从历史的垃圾堆里寻找出来奉若圭臬。

但最近几年，“跪拜感恩”——— 无论是跪拜老师还
是跪拜父母，都屡见不鲜，且还大行其道的迹象。人是
充满感情和感性的高级生命体，如果学生出于对老
师或者家长的培养抚育深恩，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

“激情下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无需对此上纲上
线。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通过学校的策划组织和现场
的鼓动，让学生群体去采取屈膝跪拜的方式去表达
情感，有悖于时代文明和教育理性。“现在的孩子很多
缺乏爱心、缺乏管教、缺乏自制力，家长和老师为他们
付出了那么多，他们觉得天经地义，不懂得有恩。”作
为一个学生家长，笔者耳边经常听到如是的“评价”，
而很显然，跪拜教育就建立在如此的社会心态基础
上。“现在的孩子不懂得感恩”不是妄语，但表达感恩
的形式有很多种，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引导学生以如

此陈腐的方式去“成长”起来。学生的一张贺卡、一句
谢谢，足以传递起亲子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要学生
屈膝膜拜本身就是一种荒谬的逻辑。

对于当前的教育来说，更需要生动而鲜活的教
育理念，培育学生的自立自强精神，而不是动不动就
要卑躬屈膝，因为我们的孩子欠缺的是这些。老师让
怎么就怎么，学校让跪拜就跪拜——— 这种自上而下
带有教育命令色彩的跪拜感恩教育不要也罢，最终
只能助长学生唯唯诺诺缺乏独立判断力的品格。

一个跪字让感恩教育变了味道，“跪拜感恩”跪出
了教育的软肋——— 暴露出校园感恩文化的空洞无
物、教育理念的落后狭隘和教育手段的陈旧僵硬。

二战期间，上海市民曾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一
千多名犹太难民免遭法西斯的杀害。为了教育一代
又一代的以色列人不忘中国人民的恩惠，以色列政
府把这个历史事实写进他们的中小学公民教育读本
之中。还有，韩国小学生的胸前都要挂一个“孝行牌”，
常常提醒自己做的怎么样。与之相比，我们呢？感恩教
育总是停留在说教的层面，过度拘泥于形式，甚至动
不动就要学生下跪，缺乏实质性的教育感染力。如果
这个问题不解决，即便是社会宽容了这种“跪拜感恩”
的教育方式，也没有任何教育效果。

■ 同题异见

新闻回放：
昨天下午，广东实验中学初中部，一

场特别的青年礼在操场上举行。初二全体
同学跪在操场上，从父母手里接过了父母
写给自己的家书。不少同学坦言，这是自
己第一次“跪父母”。 ( 5月 5日《新快
报》)

跪拜礼，无疑是中国最隆重、最传统
的礼节，向父母行跪拜礼，是出于内心的
感恩，借助这样一种形式，而十分自然地
表达，也正因此，才让父母感动，“一位身
着黑衣的爸爸之前一脸严肃状，但在女
儿跪下的刹那，却哭得泪流满面”。

现在许多孩子对于父母的付出，总
以为天经地义，不懂得感恩。因此，当
不仅家庭生活，尤其是公共生活中感恩
意识的匮乏，已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凭
籍这样一个古朴而郑重的形式，对于日
益淡薄的感恩传统的回归和倡导，无疑
可以起到强烈的宣示作用。

而且，既是最隆重、最传统的礼
节，也不会是日常的要求，也只是在最
重要的场合上。一般而言，一定的内容

总要附诸于相应的形式，正因此，在
有些习俗里，饭前还要做祷告仪式，

以感谢来之不易的一粥一饭。而既是弘
扬传统道德，在一定的仪式上行使这样
的传统礼节，在弘扬国学渐成共识的当
下，知恩图报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至少
让我们的后代不致过于淡化对传统的记
忆，应该也大有裨益。

下跪应是表达感恩的形式中最隆重
的一种，但对有养育之恩的父母，再隆
重的形式也不为过。况且，对形式的推
崇，正是为了突出对感恩这一内容的重
视。无疑，只有使感恩潜移默化于日常
生活之中，才能时时处处心存对社会、
对他人的感恩感激之心，从而树立责任
意识、自立意识，真正成为一个有健全
人格、能担当社会责任的大写的人。

北京市的许女士在京承高速上发生交通
事故，交警叫来福安达汽车救援公司救援，
拖车41公里收费5320元。垄断经营+自行定价
必然导致“天价”，相关部门放任“天价”
存在，个中缘由无非在于“利益”二字。解
决“天价拖车费”问题其实也很简单：要么
将交通事故救援公益化，对事故车辆实施免
费救援；要么实行充分市场化，以救援公司
的公平竞争、事故车主的自由选择促使救援
费用回归到合理水平。

“水消费系数法”不能绕过民意

昆明市从6月1日起，采用“水消费系数
法”征收生活垃圾处理费，即生活垃圾处理
费将与用水量“挂钩”收取。对水电、卫生
等公共服务收费，应该建立合理的定价机
制，完善相关监督程序，避免有关部门自说
自话，关门涨价。如果有关方面在宣布调整
收费方式之前经过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市民
意见，谨慎论证水消费系数的合理性，取得
民意支持，下气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百姓
的疑问与抱怨自然要小得多。

公开“三公”支出只是第一步

中央各部门“三公”消费要公开，地方
及其部门的“三公”消费也不能例外。然
而，公开“三公”经费只是迈出了财政公开
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一步
完善。首先，中央各部门要为地方公开“三
公”支出做好榜样，把预算细化到让公众满
意的程度，为地方率先垂范，而不是走走过
场。其次，公开的“三公”支出要“一网打
尽”，而不能让“三公”经费藏身于其他支
出，逃避监督。

让公立医院告别“逐利性”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受访者认为最不
诚信的五大行业中，医药卫生诚信度最低。
这说明，医生的公信力严重滑坡，医患之间
的信任日益脆弱。如何才能挽回医疗行业的
公信力？从根本上说，必须铲除腐蚀医疗行
业公信力的制度土壤，让公立医院告别“逐
利性”，让医生告别“逐利心”。公益性是
公信力之本，只有医院回归公益性，医生回
归公益心，才会获得公信力。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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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集体行跪拜礼合适吗

■ 网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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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方：“跪拜感恩”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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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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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通稿”不能代替信息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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