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网报道，清明节期间，“新华视点”记
者在北京、上海等多地采访发现，由于墓地价格飞
涨甚至超过房价，“阴宅”贵过“阳宅”,不少人无
奈奔赴异地买墓。而在“一墓难求”的背后，一些

经营性的陵园公墓通过囤地、超标等手段获取暴
利，其业务利润率超过银行、房地产。有的陵园以
低价甚至零价格拿来的土地，转手一平方米卖几万
元。

从3月25日到3月31日，重庆医改
仅仅持续七天便宣告结束。这场以医
疗服务项目价格调整为内容的医改，
因大幅度增加了部分患者经济负担，
引起了部分市民抵制。医改相关推动
部门向公众道歉，并承认“考虑不
周”。(4月7日《新京报》)

医疗改革是近些年来的热点，在
于它直接关系到医生群体和患者群体
的切身利益。因此，医改一直以来都
是我们国家重点关切的领域；推进医
改，便利群众也一直是各方一直致力
的目标；然而，另一方面，医改也是
不容忽视的难点。尽管这些年来医疗
改革一直向前推进，但是不可否认现
存医疗体制仍然具有较大的滞后性。
因而“医改之难”就难在，要在滞后
的医疗体制下平衡新的利益关系。因
此，医改一方面要致力于顺畅滞后的
医疗体制，另一方面要高度关注改革
牵涉到的各方利益。

重庆本次医改之所以夭折，在于
过于急躁，以致“欲速则不达”。尽
管有专家称重庆本次医改符合新方

向，但是对于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改
革事项而未能做到充分的宣传、听
证，没有配套医保的呼应，没有明确
各个部门的角色和职能而“闪改”，
未免过于唐突。以致于后来无论是医
生还是患者都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而相关责任部门也“摸不着头脑”乃
知相互推诿责任；而最受折腾的是患
者，一两天内在同一家医院就同一种
医疗服务，眼看着突然涨价，难免坐
不住。而后来的不得已而终止，也难
免使得群众对医疗改革的信心大打折
扣。

笔者认为，医改既是热点又是难
点，遇挫在所难免也无可厚非。但
是，以人为本应是医改的基本导向，
若不能充分考量各方利益而盲目“闪
改”，那么医改不仅不能取得成效，
反而成为不必要的“折腾”；相反，
若相关部门能充分考量各方面的利
益，合理分配部门责任，尽管可能造
成改革进度减缓，但是不至于造成利
益冲突，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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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黄冈中学曾被誉为高中教育“神话”，高
升学率、高获奖率给这座位于鄂东大别山区的城
市带来无尽的荣耀。但随着高考改革、新课标改
革、奥赛与高考脱钩、高考试卷分省命题等政策的
相继出台，黄冈中学的优势渐失。同时，经济发达
地区教育后来居上，学校抢走优质生源，以及市场
经济在教育领域的渗透，无数优质师资力量被挖
走……荣耀了近30年的黄冈中学，逐渐走下“神
坛”。（4月6日《长江商报》）

每一个经历过十年寒窗的人，恐怕没有谁不
知道黄冈中学的大名。曾经，黄冈中学是一座高
山，令人仰视甚至迷信，就算是假的“黄冈密卷”也
卖得风生水起。教师对它是那么“爱”，因为从那儿
可以找到提高成绩的法宝；学生是那么“恨”，因为
在书山题海之外又多了几份试卷。

不过，现在这座“山”倒了，却让人高兴不起
来。如果我们去任何一所高中参观，看到学生的课
桌上仍然是厚厚的书本和习题，甚至比我们当年
摞得更高，拿到孩子们的作息时间表，发现安排得
比我们当年更紧张。“走几十年前黄冈中学的路”
的衡水中学的崛起，证明黄冈中学“跌下神坛”并
不是教育改革的胜利。

从某种意义上讲，黄冈中学的现状更像是一
个企业经营的失败：成功之后迅速举债扩张，使得

“产品”质量有所下降，最终影响了品牌美誉度，以
至于被后来者迅速超过。家长是最务实的，谁的成
绩好就去谁那儿。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高中教育
纯粹是竞技教育，黄冈中学没落了，还会有另一形
式的“黄冈中学”崛起。

报道中提到，黄冈提出重振黄冈教育雄风，最
重要的办法之一也只是“集中优质生源”，以行政
手段要求“各地禁止单独提前招生，禁止截留生
源，禁止干涉学生填报志愿，严格控制优质生源流
向市外”。把最好的苗子集中到一起进行严格训练
以求取得优异的成绩，仍然是那老一套，也和教育
改革的方向并不一致。当然，这不怪黄冈的决策
者，因为通过高中阶段的改革解决应试教育的问
题，本身就是缘木求鱼。在以分数高低决定进入名
校机会的情况下，学生只有应试一条路可走。

我们的教育改革之路在何方，其实并不在于
高中，而在于大学。名校和优质教育资源不能满足
所有考生的需要，无论中外都是客观现实。而采用
宽进严出的招生政策，在学生选择高校时实现自
然分流，才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方式。比如在荷
兰，知名大学的教师出的考卷预计及格率仅有
30%，一年内不及格的科目超过3门就要被开除。如
果我们的名校也能如此，学生们肯定会根据自身
实力报考，而不会盲目追逐名校。

如果学生想上哪所学校不再寄托于一场高
考，而是根据自己情况选择，自然也就不必“三更
灯火五更鸡”地拼命做题，也就不会出现黄冈、衡
中这样靠压榨学生的全部精力取得辉煌的学校。
也只有到那时候，所谓高考名校“跌下神坛”才值
得我们欣喜。

“医改短命”缘于

没有以人为本
□ 徐杨文

黄冈中学没落不意味着教改成功
□ 刘昌海

4月4日，一组男童被虐打的照片在网上疯传。5
日，南京市公安局发布“警方通报”，称涉嫌暴打男
童的养母李某已于当日凌晨被刑事拘留。（4月6日

《长沙晚报》）
家暴行为具有一定的隐蔽性，但只要我们多

加留意，总会发现一些蛛丝马迹，除了受害人脸
上、身上的伤痕、伤口之外，他们遭受家暴之后的
情绪，也必然会受到影响。对未成年人来说，同学、
老师或者是学校其他工作人员，是最容易发现孩
子遭遇家暴的，所以学校的领导、老师以及同样是
未成年人的同学，都应该有一种“预警意识”，那就
是当发现自己的学生、同学身上出现伤痕，情绪出
现变化的时候，要多注意，多留心，多关心。而这种

“预警意识”，显然应该通过平时对家暴行为的了
解和认识，对反家暴的教育和引导来获得。此外，
当地的居委会、妇联以及接诊受害人的医疗机构，
也要有这种“预警意识”，发现异常之后多问几句
为什么，并根据情况及时报警。

当然了，除了对身边家暴行为的及时及早发
现，针对南京市虐童案的发生，还要从根本上反思
当前的未成年人收养制度。不但要在家暴行为被
认定之后根据情况及时解除或变更养父母的监护
权，而且在收养行为发生之前，就要做好各项预防
工作，比如严格对收养人的资格进行认定，对于有
家暴前科者坚决说不，进一步提高收养门槛等等。

记者了解到，为建立文明旅游长效工作机制，
国家旅游局依法制订的《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
理暂行办法》即日施行，全国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
管理工作同时开展。（4月7日《京华时报》）

不文明旅游行为不仅影响出游者旅游的心
情，还影响了国家形象。有关方面为文明旅游做出
了很多努力，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建立不文
明档案，依法治理不文明行为非常必要。不过，要
想真正让文明出游蔚然成风，恐怕还需一些努力。

其一，要在加强主管部门监督的基础之上，发
动更多的游客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监督。随着国人
文明旅游意识的觉醒，加之电子智能化设备的日
益先进，拍摄照片和视频将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多
的游客愿意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监督，可以探索建
立文明出游举报奖励制度，让出游者在坚持自我
约束的基础上，也发挥监督者的职能。

其二，要进一步探索利用好旅游行为记录。当
前，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仅仅具有震慑作用，而不
具有任何“强制”效果，因而其作用也仍需时间的
检验。笔者认为，不妨探索建立不文明行为量化分
级制度，细化不文明行为的程度，再根据程度轻
重，让不文明行为游客无法进入一些景区。同时，
在保护好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内对不
文明行为进行曝光，让不文明行为得到惩戒。

“虐童案”要有

及时发现机制
□ 苑广阔

文明旅游尚需

监督和惩戒
□ 鲁兵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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