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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学泽

暑假快过半，可湖
北宣恩一中还处于补课
状态。部分学生心生不
满，将书本从教室往楼
下扔，继而发展为撕烂
书本漫天纸屑飞扬。7月
2 5日发生此事后，该校
迅速解释劝导并确定明
日放假。（7月29日《楚

天都市报》）
每年国家教育部门都会三令五申禁止学校

集体补课，就在前不久，教育部还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严格落实国
家有关规定，禁止组织学生集体补课、有偿补

课。规定虽然如此，各地选择补课的学校却依
然很多。

在当前升学以分数论高下的今天，补课现
象并不难理解。毕竟学校有升学压力，家长望
子成龙心切，就连一些学生也是心甘情愿地补
课，抱着“背水一战，殊死一搏”的心态，为
了自己的前途甘愿多吃点苦，而各方的落脚点
都停留在了孩子身上。所以，我们的孩子背负
的负担实在太多，有些孩子实在忍受不了这种
身心的摧残，撕烂书本就是他们不愿被应试教
育裹挟而选择的抗争方式。

忙了半年的孩子本想着可以在暑假休息一
下，却迫于无奈而选择去学校补课，这里面不
仅有家长和学校的逼迫，更重要的是来自社会

压力。正如当地校长所说，宣恩一中还是补课
时间最短的。大环境如此，校方补课确实有点
情非得已。我想，即便是校方不安排补课，单
从每年暑期诸如提高班、培优班等机构的报名
火爆程度来看，学生也不会过个轻松愉快的暑
假。就像某位家长所说：“如果是我儿子撕
书，我会教训他”。

其实，宣恩一中学生撕书仅仅是中国教育
的一个缩影，而假期补课却也是一种虽不合理
但又被默许的常态。诚然，随着社会人才需求
的多元化，改变命运的途径不再单一，但对于
广大农村以及偏远地区的孩子来说，高考基本
上仍旧是实现他们向更高阶层流动唯一通道，
他们主动而不情愿地选择去补课让人感到悲

哀，但这又蕴含着多少的无奈？
素质教育喊了这么多年，社会也都在呼吁

给孩子减负，可高考的指挥棒一挥，各方依旧
会向其看齐，像宣恩一中这样的撕书现象也还
可能上演。虽然我们的教育改革已经作了很多
有益的尝试，但是，只要不能从根本上变革应
试教育体制，那么孩子的青春也还只能消耗在
考试与分数之中。

教育改革的加速推进是大势所趋，各地必
须严格按照教育部门的政令落实孩子的休假权
益。就目前来说，像孩子撕书这种无奈的抗争
确实不应该再出现，向“上有政策，下有对
策”说不，才是真正以孩子为本。

“郑州市紫荆山公园内有个苏式园林小园，名
叫梦溪园，里边溪水潺潺、鸟语花香，号称郑州最美
庭院，该园今年6月底投入使用，每天只开放4个小
时，中午吃饭时间和晚上不开放，因为这时该园已
经变身私人饭堂。”连日来，不断有郑州市民表达不
解。(7月30日《大河报》)

公园是休闲娱乐的地方，公园既然姓“公”，顾名
思义属于公众，理当为广大公众服务，为公众所用。
梦溪园这个园中园号称郑州最美庭院，既然也是由
政府投资建设，就没有任何理由与所在的紫荆山公
园有什么不同。

园方称只开4小时，是“因为里边有些比较名贵
的植物，怕游客折这些植物的枝条”。这显然荒唐而
可笑，如果怕游客折，要么种不名贵的，要么加强管
理。否则，何必建这个公园。再说，如果游客要折，这
每天的4小时，也早折完了。

显而易见，在紫荆山公园建这个精致的苏式园
林小园，只是为了让高档饭店或者私人会所更能吸
引富人。换言之，是实现创收的“最大化”。于园方，显
然是凭借手中的权力，将公共资源当作部门资产，
并以此牟取自己的私利。其代价当然是损害公众利
益。公园不能变成供少数人牟利的私家花园，对这
种将公共资源的变相侵占，有关方面不能坐视。

7月30日《京华时报》报道，某男
子自称公安部副部长，自购假的警服警
具谎称能帮人办理拆迁款等事宜。昨天
记者获悉，海淀区检察院将对涉嫌招摇
撞骗罪的孟某提起公诉。

2011年4月中旬，陈某认识了自称为
公安部副部长的孟某，并告诉对方自己
丰台区有的房子待拆迁，想多分点儿拆
迁款及房屋。孟某承诺可以帮陈某争取

六套房及110万元拆迁款，之后收了陈
某2万元。此后，孟某又以给相关领导
买烟、请领导吃饭为由索要15000元。

此后，陈某多次打电话向孟某催问
办理拆迁一事的进展，而孟某则以各种
理由推托，后陈某向警方报案。今年3
月3日，孟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据
他交代，从陈某处骗取的35000元人民币
已经被他挥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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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小的基层医院，常常是门可罗雀；而一些知
名的大医院，则常常是门庭若市。二者的天壤之别在
哪？其一，大医院有很多医术高明、医德高尚的名医；其
二，大医院有先进医疗设备。

受制度的限制，大医院很多医术高明的医生只能
在自己的医院看病，就连下班之后的时间，也不能走
穴，导致“养在深闺”的名医局限于所在的医院，使“看
病难”的现状无法缓解，这无疑是“名医”资源的浪费。

当然，也有些大医院的知名医生偷偷走穴，但如果
被所在的医院知道，将面临着罚款、取消评优等惩戒。
其实，这样的做法真不算是什么错误。不但不是错误，
还有一个多赢的结果，首先是缓解了大医院的就医压
力；其次是降低了患者的费用；最后还可以救活一批因
为缺乏患者而面临生存压力的基层医院。最恼火的是
大医院，他们会因此而损失了一些收入。可是，在大医
院病人扎堆、不能全面满足患者需求的现实背景下，这
样的损失并非不可承受。何况，患者的生命健康要高于
医院的经济收入。

深圳市放开医疗市场，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放开“走穴”的知名医师管理，并非对他们的“走
穴”行为放任自流，而是要加强监管，至少不能让他们
为了自己的私益，而影响了单位的工作和病人的利益，
这是“走穴”医师不可突破的底线。

北京租房市场合租比例近60%，目前遇到5平方
米执行难题。该市多次表态要调控房租价格并出台
相关政策，但收效甚微。近日，北京市再次出台调控
租房市场的新规，其中，“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
方米”引发高度关注。(7月30日《中国经济周刊》)

“人均居住面积不得低于5平方米”的新规，看似
“温情”，却难以执行，有网友笑称其是当今版“何不
食肉糜”。其实，谁不愿意住进宽大的房子？谁又愿意
许多人一起合租？80平米住25人，92平米住52人，是一
种无奈的选择。

大量的年轻人涌入北京谋求发展，这本无可厚
非，但也带来两个现实的问题：一是就业岗位的“粥
少僧多”，造成了就业难；二是居住供求关系失衡，推
升了房租的上涨。这两者纠结在一起，便形成北京
房屋群租的泱泱大观。

加大公租房的投放量是很重要的。一是可以有
效缓解租赁房屋的供需矛盾，减轻租房者的过重负
担；二是公租房的存在，可以波及、影响整个房屋租
赁市场，从而达到调控市场的效果。与此同时，政府
还可以盘活老百姓手中的存量房，实现必要的财政
贴补。这尽管是“赔钱的买卖”，但却意义非凡，也是
解决群租问题不可或缺的一条重要渠道。若房屋租
金合理回归了，那群租现象就自然会降下来，那种
密集型的群租也就会随之淡出公众的视线，因为分
担房租的需求不再那么强烈那么旺盛。

医生“多点执业”能够起到优质医疗资源共享的作用，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解决基层就医难的问题。不过，医生“多点执业”并非灵
丹妙药，仅仅允许医生自由“走穴”，并不能完全解决看病难、看病
贵的问题。

一是“多点执业”不能增加门诊量。医生毕竟不是孙悟空，能够
分身有术，他们的接诊量有一个最大值。实际上，现在各大医院的
医生都已经是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工作，既然如此，“多点执业”的意
义何在？

二是“多点执业”不能保证医疗质量。医疗水平的高低，不仅取
决于医生的业务水平，还取决于医院的设备、医护团队业务水平
等。没有大医院的硬件条件，只请来一两位大医院的医生，很多时
候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而且，主治医生应该对患者密切观
察，但干完活就收钱走人的“走穴”医生显然做不到这一点。加之一
些医生在利益驱动之下，盲目增加接诊人数，“萝卜快了不洗泥”，
也大大增加了医疗风险。

“看病难”的根本在于优质医疗资源稀缺。在这种情况下，“多
点执业”更多的是为医生开辟了一条财路，而非为患者增加了优质
服务。如果把“多点执业”当成医改的良方，恐怕收不到预期效果。

在优质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采取“计划”的办法可能比“市
场”的办法更有效率。比如公立医院可以省对市、市对县、县对乡，
一级一级进行培训、支持、帮扶，甚至进行共建合作，既能实现人才
的交流，又能提高基层医务人员的水平。要知道，公立医院是国家
的事业单位，医生具有正式事业编制，本身就承担着这样的职责。

“走穴”利于医疗资源最大化配置

□ 黄齐超

“多点执业”并非灵丹妙药

□ 刘昌海

撕书抗议补课是教育的痛点
□ 张松超

7月2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深圳市卫人委日前正
式将《深圳市医师多点自由执业实施细则》报送给广东省
卫生厅，这个实施细则一旦获批，深圳具有中级技术职务
的医师就可以自由走穴，无须原单位同意，便可在深圳其
他医疗机构执业。

■ 同题异见

只开4小时的公园为谁而建

□ 钱夙伟

对“群租”不能把错脉用错药

□ 崔恒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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