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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公布高考成绩的这几天，最受社会关注
的，除了录取分数线，就是各地的高考状元了。据
不完全统计，今年的高考成绩接受查询刚两天，全
国已有近二十个省市的高考状元新鲜出炉。江西
的状元把一分钟掰成六十秒学习，四川某中学一
个宿舍出了两个状元，北京的文理状元皆出自人
大附中，一个喜爱运动，一个从不熬夜……状元们
的分数、爱好、家庭等各种信息都被放在了聚光灯
下，火爆程度堪比娱乐明星。

状元热多年来高烧不退，直接暴露了当下素
质教育的尴尬地位。素质教育是国家中长期教育
规划的战略主题，毋庸置疑是个好东西。与只关心

学生分数的应试教育相比，素质教育更关心能力
的培养，更关心人的身心健康，一直被誉为中国教
育改革的正确方向。然而，推行多年的素质教育效
果如何，对照近些年高考的火爆程度便可略知一
二。高考从来都是以分数论英雄，其地位和重要程
度却从来不曾动摇。提高人的全面素质，培养独立
思考能力，培育健全人格，这些普遍认同广泛传播
的教育价值观，在高考状元光环的映照下显得无
比灰暗。

作为一种一次性考试，高考带有很大的偶然
性，状元们一次获胜并不代表就是人生考场上的
最终胜利者，这个道理并不难懂，而且有数据表

明，恢复高考三十余年来，历年高考状元的发展成
就远低于社会预期，罕有行业的领军人物。应试教
育培养出的优胜者最终泯然众人，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了当前教育体制的缺陷。但与认真研究
和反思应试教育的这些缺陷相比，社会显然更热
衷于发掘状元。高中把培养出高考状元作为教书
育人的重大成就，大学把招揽多少状元作为招生
成绩的一个衡量指标，商家想借着状元们的眼球
效应多赚上几笔，社会的浮躁与急功近利，无疑为
火爆的状元热又添了一把柴。

为了让高考能与素质教育兼容，一些地方尝
试把音乐、美术等科目内容加入高考，但这样做最

直接的后果是加重了考生们的负担，而不是提高
了素质。实际上，素质与能力的养成是慢功出细
活，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很难通过一次考试作出准
确衡量。要真正让素质教育落地生根，必须改变当
前以高考分数作为选拔学生唯一标准的做法。《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要探索实行
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推进学校自主招生，
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
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为高考改革指明了方向。
当以素质和能力为核心的多元录取体系真正建立
起来，考生们不用凭借一次考试的高分也能进名
校，不用教育机构下文，状元热会自然降温。

“吃空饷”久禁不绝、愈演愈烈，不仅
增加了财政负担，也严重违反了财经纪律和
人事纪律，成为一种让民众深恶痛绝的腐
败。与其强调查处“吃空饷”的困难，不如
强化查处的勇气和决心。“吃空饷”泛滥到
如今的地步，主要问题并不是缺少查处的办
法，而是缺少查处的决心。或者说，查处
“吃空饷”的最大困难，其实在于决心不
大、手段不硬、措施不严，在于一些地方姑
息迁就、心慈手软，在于一些地方、部门没
有人真正珍惜、心疼纳税人的血汗钱。

岂能用“商业机密”为地沟油护驾

近日，有媒体暗访位于南京市江宁区一生
产“新型地沟油”的黑作坊。当记者询问地沟油
的流向时，有工商工作人员称是“商业机密”，
他们也不好调查。在这样的表态中，我们不难
发现相关部门的两种心态：回避矛盾“绕着走”
和推脱责任“踢皮球”。这是一种不作为行为，
甚至可以说是惰政。诚然，地沟油一经售出，要
迅速而准确地查明其流向，并不容易，但百姓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前，困难决不能成为监
管缺漏的借口。

“业主擅拆文物”需要司法介入

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张治中公馆曾因
2007年被屋主“非法拆除”颇受公众关注，
文物局对此事的处罚是“罚款25万元，责令
改正”。张治中公馆被拆，区区几十万罚
款，怎能震慑一再发生的对文物的野蛮拆
除，该追究刑责的，不能以行政处罚代替。
张治中公馆拆除案并非只是南京的个案。要
震慑各地屡屡发生的破坏文物的行为，不能
只靠文物行政部门一家的努力，需要司法机
关的共同介入，积极查处。

烧教辅烧不掉幕后利益链

黑龙江肇东市姜家中学分校焚毁了从教
室内搜集的各种教辅书。然而，为师者推销教
辅书的事实，却并不是一把火能烧掉的。盘踞
在孩子们书包中的这条教辅书销售的灰色产
业链，把一些出版社、书商、学校、老师串联在
一起，组成利益共同体。被利益绑架的不仅是
学生紧张的学习时间与家长的钱包，而且还有
老师的形象，国家有关部门的公信力。我们期
待当地纪委介入调查焚烧教辅书事件后，维护
国家有关规定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给社会公众
一个公平、公正的查处结果。

（大众网 王晓亮 辑）

2009年，基本药物制度推行后，药品售卖“零差价”，成了对高
药价不满人们的一种精神寄托。3年后的今天，这一降低药价、造
福民众的举措，却在推行中遇到了问题。基本药品在乡镇卫生院
被加价出售的情况频出，100%的加价率不稀奇，700%的加价率也
能出现。(6月26日《中国青年报》)

在上述新闻中，一位卫生院的负责同志说，推行基本药物制
度“和之前的药品利润肯定是没得比的。医生收入和医改之前相
比也是要少一点”，因此“卫生院运转存在困难”；另一卫生院的负
责同志则认为，“如果基层卫生院基本药物乱加价现象存在的
话，那原因便是‘零差价’推行后，卫生院经营困难不得已而为
之。”

应该承认，推行基本药物制度使基层卫生院和诊所利润减
少是事实，但是“零差价”并不是“零利润”，也就是说还有钱可赚，
只是赚的少了点。对此政府财政已经给予补贴，实际上收入并没
有减少。而卫生院和诊所的诊疗费、服务费不但没有减少，还有
所提高，有的还提高幅度很大，同时他们还经营非基本药物的药
品，实际上并不存在“运转困难”的问题，怎么能说加价是“不得已
而为之”呢？

在实际操作上，这些卫生院和诊所把握得很有分寸。基本药
物凡是药店有售的，他们是不加价的。这也说明，药店还没有政
府补贴，推行基本药物制度都没造成“运转困难”，卫生院和诊所
违规加价也不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加价的，是药店不能销售
的“处方药”，实际上是钻制度的空子；加价100%甚至700%，其胆量
之大，也是垄断制度惯养的。还有一些卫生院和诊所，非处方药
照常加价。因为新农合可以报销药费，而药店没有报销资格。患
者凭新农合医疗证买药就立马加价，国家给予农民的医疗保障
好处就这样流入卫生院和诊所的腰包，真正“不得已而为之”的

只是广大患者。
制度的垄断和老百姓的无奈，成全了卫生院和诊所的“不得

已而为之”；政府部门监督和管理懈怠，甚至在承担补偿上失责，
纵容了卫生院和诊所的“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才造成了基本药
物违规加价的“如此猖獗”。要消除这种不正常现象，首先需要政
府和执法部门尽职尽责，从严监管查处违规违法现象；同时医疗
机构要建立健全公开制度，是亏是盈，给老百姓一个明白账，不
能听任一面之词唱“穷”歌。

来自文化部消息，2012年年底
前，我国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
化馆(站)将全部实现免费开放，中央
已将“三馆一站”经费列入制度性预
算。（6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近几年，我国公共文化馆免费开
放的步子迈得很大，截至2011年底，
全国15个省级美术馆全部免费开放，
2952个公共图书馆、3285个文化馆、
34139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实现无障
碍、零门槛进入，仅中央政府就投入
经费超过18亿元。不仅如此，许多城
市博物馆、科技馆等也基本实现免费
开放。

据专家说，我国公共文化场馆免
费开放已经走在许多国家前面，从大
的方面讲，免费开放是加快文化产业
发展，实施文化兴国战略的必然要
求，从小的方面说满足了公众阅读、
观赏、求知欲望，对提升公众科学文
明素质和人文精神，提高民族科学文
化素养意义深远。

公共文化场馆敞开大门，使广大
公众能自由进出汲取知识、文化营
养，但如何办出特色与水平，用高质
量吸引观众，则体现着办馆的智慧、
能力与责任。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一
些文化场馆存在着展品少，看头不
大，或看不懂，讲解水平低等问题，虽
然免费了，但因缺乏特色，质量不高，
门庭冷落，观众稀少。免费的文化场

馆怎样做到叫好又叫座？很值得深
究。我国台湾有一家历史博物馆被观
众誉为“会讲故事”的博物馆，该馆展
厅面积只有660平方米，却经常策划
出非常成功、很有吸引力的展览，如

“大清盛世”、“大三国”等。像三国展，
很注重与观众互动，在动画三国人物
照相区，儿童能以最简单、最直观的
方式感受三国人物和故事；在3D影
像区，观众能直面“三顾茅庐”、“长坂
坡”等情景的再现；讲解员以渊博的
知识和伶俐的口才娓娓道来经典的
三国故事。讲解、故事、影视与实物的
有机、巧妙结合产生轰动效应，使展
览令人耳目一新，记忆深刻，共吸引
20万人次参观，博物馆还卖出许多三
国纪念品，既赚了人气又赚了钞票。

这启示我们，提高公共文化场馆
质量，首先要靠特色吸引人，不能千
篇一律，这就需要开动脑筋，不仅让
公众有看头、看得懂，还要有兴趣看。
其次要加强对讲解员的培训，提高文
化素养及演讲能力，拓宽知识面。

但最重要的是责任意识，文化
馆、博物馆对公众的教化、熏陶功能
主要是通过管理、展出与服务释放出
来的，有了责任才能敬业爱岗，多动
脑筋，激发办馆的智慧。公共文化设
施免费，但不是“廉价品”，一流的管
理与敬业决不能少。

漫 画/ 唐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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