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有媒体关于河北多名官员将孩子送往内蒙
古高考资格被取消的报道，记者6月8日从教育部了
解到，内蒙古自治区不断加强考生资格审查工作，
2015年共取消1465名高考学生的报考资格。对于不符
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已协调流出地妥善解决。(6月8日
新华网)

河北一些官员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与权力便
利，将子女送到内蒙古高考，受到广泛关注，相关部

门取消这些“官二代”在内蒙古的高考资格无疑是必
要的。但高考移民并不是一件容易操作的事情，如果
没有内蒙古相关部门的配合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对
高考移民不应止于取消在内蒙古的高考资格，还应
依法依规追究徇私舞弊、伪造国家公文证件相关责
任人的责任。

但高考移民屡禁不止则需要深思。我们注意到，
由于不同地区上大学特别是上重点大学的机会不
同，不仅河北“官二代”爱到内蒙古“蹭考”， 一般人
也想尽办法到高考招录相对容易的地方去高考，即
高考移民是一个较普遍的问题。尽管有人因此被取
消学籍，甚至被追究法律责任，但是高考移民问题一
直没有得到根治。

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但相对公平还是有的。在
现行教育体制下，外来考生在内蒙古参加高考录取，

对本地考生不公平。如果少数人凭借权力、金钱“移
民”成功，上了理想的高校，这对于绝大多数没有能
力移民的同学来说也是一种不公平。“高考移民”的
背后是不够公平的招生体制。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各
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一，各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
不平衡。生源数量与当地高等教育资源不对称的情
况客观存在。由于招生体制画地为牢，许多全国综合
性大学越来越地方化，在办学所在地的招生比例高
居不下，形成了事实上的教育割据局面。

不少有识之士都在为此进言献策，希望改革高
考招生指标分配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先行一步，建立
了按各省市的人口比例确定招生指标的制度。在招
生体制不公平的大环境下，这种改革举措显得弥足
珍贵。但是，中国政法大学的这种公平举措形单影
只，没有撼动招生地域差异的坚冰，截至目前，还没

有第二所名校跟进。今年两会期间，教育部长袁贵仁
曾表示，2016年将有25个省用统一命题的试卷。公众
对此寄予厚望，希望以此为契机化解异地高考难题，
推进高考录取公平。但随后教育部有关人士解释说，
统一命题不是统一试卷，更不是统一录取，这让人有
点泄气。

公平的受教育权是公众的期盼，治理高考移民
不能治标不治本。以地域为界限的差别化的招生制
度越来越成了社会公平的绊脚石，它继续“合理存
在”下去真有些不合时宜。因此，有关方面应呼应公
众的公平期盼，对高考政策作出必要调整，使招生指
标实现合理分配，破除地域壁垒，这是消除高考移民
怪象的根本之道。如果招生体制公平合理了，孩子到
哪里参加高考都一样了，谁还有必要进行高考移民
呢？

近日，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李玲在该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上发布了《国民健康
视觉报告》。研究估计，2012年我国5岁以上总人口
中，近视和远视的患病人数大约5亿，其中近视的总
患病人数在4 . 5亿左右。保守估计，2012年各类视力
缺陷导致的社会经济成本将高达5600亿元左右，占
GDP的比例高达1 .1%左右。(6月9日《人民日报》)

如今，电子产品的广泛普及及使用，使得“视
觉健康”成为一个新的话题。比如，人人使用手机、
电脑及看电视等，每天使用上述电子产品的时间
都在数小时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一天睡眠的时
间。生活中有视力缺陷的人越来越多，戴眼镜的群
体也日益庞大，包括一些小学生都成了“眼镜族”，
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发病率都超过70%，我国青
少年近视发病率已经高居世界第一位。据预测，若
没有有效的政策干预，到2020年，我国5岁以上人口
的近视患病率将增长到51%左右，患病人口将达7
亿。到时候，在航空航天、精密制造、军事等行业领
域，符合视力要求的劳动力可能面临巨大缺口，将
直接威胁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安
全。

因此，重视“视觉健康”不仅仅是关系个人健
康的问题，更是关系国家经济发展的大问题，理当
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把“视觉健康”纳
入规划、统筹和干预的轨道，并通过采取相关有力
措施，遏制我国公众“视觉健康”频频下滑的势头。

日前，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了《网络低俗语
言调查报告》，报告列出了2014年25个“网骂”用词
使用情况排名。说起“网骂”，不少人都有这样一种
感觉：我们在网络上讨论问题时所遭遇的不文明
用语，比在现实中所遭遇的要多得多。更让人诧异
的是，不少平日里的谦谦君子，一到了网上，像变
了一个人似的，动辄恶语相向，一言不合便“问候”

别人家人，让人瞠目结舌。
现实中的文明人，何以到了网上就“出口成

脏”？网上曾流传这样一句名言：“在互联网上，没
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由于网络发言具有匿名
性、自由随意、传播广的特点，使得“网骂”不好追
究，再加上法律尚未明确界定“网骂”的定义和制
裁办法，网骂者常常有恃无恐。(6月9日人民网)

6月6日，在上海财经大学举办的“老龄社会
公共政策挑战与治理创新”国际论坛，发布了

《2014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国情报告》。报告显示，
54 . 6%的农村老人还在从事职业性的劳作，比如
在田里干活或者其他劳作，几乎所有的老人仍然
从事一定程度的家庭劳作。(6月8日《第一财经日
报》)

城市老年人可以靠退休金生活，但大多数农
村老人不下地干活就会失去收入来源，于是“活
到老，干到老”成为许多农村老人的无奈选择。前
些年，媒体就曾报道河南郑州一位68岁老人为了
50元钱，徒步拉车走上百里卖麦秸，令人唏嘘不
已。垂垂老者本应子孙绕膝、颐养天年，却还要

“土里刨食”，这对于老人无疑是一种残忍和不
公，也让我们在情感上难以接受。

“超半数农村老人还在劳作”，背后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首先，农村养老保障水平较低。我国虽
然实现养老保障制度全覆盖，但城乡之间存在较
大差距。相关数据显示，农村月均养老金74元，仅
为城市老年人平均月退休金的近5%；在城市靠离
退休金生活的老人达到三分之二，但农村只有
4 . 6%的老人能靠养老金生活。养老保障的不足，
导致相当一部分农村老年人不得不从事农业劳
动、打工等维持生计。

其次，敬老院难以满足需求。当前，敬老院的
生活保障水平较低，五保供养的主要责任人是村

委会和村民小组，而在日益空心化的农村，集体
没有足够的钱供养贫困老人，导致敬老院严重供
不应求，许多五保老人住不上敬老院。同时，由于
投入不足，农村敬老院多破旧、简陋、缺少医疗和
专业化照料人员，能提供的服务与老人的需求相
去甚远。

此外，农村“空巢化”影响家庭养老。目前，全
国农村留守老人数量已近5000万。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叶敬忠教授调查发现，子女外出
务工对留守老人的影响是整体的、负面的。“承担
主要赡养义务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流，
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留守老人的经济供养、生活
照料和精神慰藉。同时，农业生产、照看孙辈、人
情往来等重负都压到了留守老人身上，导致很多
留守老人的生活处境令人堪忧。”

“让所有老年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
有所乐、老有所安”是时代的命题。农村老人老有
所养不能单靠劳作，而应建立政府、社会和家庭
的立体式养老模式，让老人安度晚年。加大养老
保障力度，扶持养老机构发展，发放居家养老补
贴等，都是老有所依的题中之义。在国外，实现农
民职业化，年满60周岁的农民退出农业生产经
营，由政府根据养老保障实际需要发放养老金，
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下一步，我们应借
鉴他山之石，积极探索整合政策资源，建立职业
农民退休制度，使农村养老问题得到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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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健康”问题

不仅事关个人
□ 阎淑萍

治理“高考移民”不能治标不治本
□ 叶祝颐

“老有所养”不能

主要靠劳作
□ 张枫逸

近日，成都市民张先生去燃气公司缴纳燃气
费，工作人员通过系统查询发现，张先生不仅需
要支付欠缴的燃气费4028 . 71元，还需缴纳滞纳
金8727 . 14元，共计12755 . 85元。“咋这么多滞纳金？
是燃气费的两倍还多！”张先生感到很不理解。(6
月8日《华西都市报》)

张先生拖缴燃气费虽非故意，但拖缴总归不
对，理应补偿燃气公司的损失，或者说理当受到
经济上的惩罚。但无论补偿还是惩罚都得合乎情
理，不能狮子大开口，上网搜搜新闻就知道，很多
地方都出现过“天价”滞纳金的事情。因此，对滞
纳金(违约金)进行规范很重要，要把它关进法制
的笼子，使其不再“任性”。按照《行政强制法》的
规定，滞纳金不得超过本金，但这只是针对行政
罚款之类，并不适用于民事违约行为。正因为相
关法律规定不细致、不具体乃至存在空白之处，
才使得“天价”滞纳金(违约金)屡见不鲜，民众利
益受损还找不到说理的地方。就此而言，有必要
就公用事业违约金出台专门的法律规定，与商业
性质的违约金区别开来，尽量平衡各方利益，尽
量细致、具体、可操作，使其既具有催缴费用的功
能，又合乎情理，为居民消费者所接受。

滞纳金别

“太任性”
□ 晏 扬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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