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很多媒体报道中，农村儿童的形象都有一
些负面，甚至在一部分人眼里，“留守儿童”几
乎已经等同于“问题儿童”。这种倾向让人深感
忧虑。

坦率地说，有“问题意识”不是坏事，正是
因为有社会各界的关注，农村的留守问题才得到
了一些解决。但是，一旦“留守儿童”被当作
“问题儿童”的近义词，则并非好事情。在家里

他们是“留守儿童”，到城里他们又成了“外来
务工者子弟”或者“农民工子弟”，走到哪里他
们都被明显区分开来。这样的身份、这样的标
签，很可能化作无形的枷锁束缚他们，同时也让
很多人不能平视这些孩子。即使不用“留守儿
童”这个标签，农村学生所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客
观存在。但撕掉这个标签，至少能让那些农村孩
子感受到更多的平等。(11月3日《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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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了《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
《方案》明确提出，吸引年轻人务农，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造就高素质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
者队伍。(11月3日《每日经济新闻》)

当前，农业发展面临一些困难，其中，最
让人揪心的问题是“谁来种地”。《深化农村
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从当前我国农村改革的
顶层设计着手，给中国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也从根本上寻找到破解“谁来种地”的最佳良
方。

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是，农民的社会地位
普遍较低，导致了农村绝大多数青年人离开农
村，奔向城市寻找发展。当绝大多数生长在农
村的80后、90后适应了城市生活，农村生活再
也“回不去”。因此，加强对农村青年人吸引
力，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和迫切，这就需要给农
民充分的社会尊重和应有的社会地位。

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社会地位，必须在经
济收入上入手。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收入，要
通过经营规模的扩大、农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政
府的扶持得以实现；要在生活环境上推动城乡
一体化，把公共服务延伸到乡村，使农民享受
到同等的公共服务；要在职业塑造上得到优
惠，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门槛，实行新型职业
农民准入制度，使新型职业农民成为令人羡慕
的职业。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破解“谁来种地”难题
□ 闻一言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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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京报》近日报道，在北京一些流动人口聚
集的地铁站、城中村、网络上的兼职工作群中，“有偿
献血”的小广告并不少见。一些“血头”在医院临床用
血紧张时，借互助献血的名义，安排卖血者假扮患者
亲友在一些医院、北京市血液中心等采血点“有偿献
血”，从中获取高额利润。

1998年10月1日施行的《献血法》第2条规定：“国
家实行无偿献血制度。”从那时起，我国已完全实行
无偿献血制度，不管是“有偿献血”还是卖血都是违
法行为。至于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血头”，根据

《刑法》第332条的规定：更是要“处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的犯罪行为。但《献血法》的实施，并未
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供血紧张状况。医院临床用血
紧张，也让“血头”有了用武之地。

一些患者并非心甘情愿买血，只是目前供血紧
张，医院申请不到血，要有足够的血液做手术，就得
患者亲友“互助献血”。可很多患者要么找不到愿意
献血的亲友，要么因用血量大，亲友所献血液不足以
完成手术，要想不耽误治疗，就只能找“血头”花钱买
血。而医院和血站明知道有“血头”通过互助献血卖
血牟利，却不能让急需手术的患者等死，就只能装聋
作哑。

虽然警方一直在打击非法组织卖血行为，但老
“血头”落网了，很快又有新“血头”出现。有需求才有
市场，正是供血紧张现状催生了地下血液市场，给了

“血头”组织卖血牟利的机会。一旦无偿献血能满足
临床用血需要，没有生意来源，不用警方打击，“血
头”们也会自动改行。正如专家指出的那样，目前的
缺血困境背后，其实是亟待修改的献血制度。首先是
采供血不够“透明化”，公众不清楚血液采集、使用等
费用的具体构成与真实成本，担心血站和“血头”们
一样，利用他人的血液牟利，以致严重影响了大家无
偿献血的积极性。而一些地方血站的豪华装修与相
比普通职工高得多的巨额薪酬，也让人在看不惯之
余心生疑虑。尽管有关部门通常都解释称相关费用
由财政列支，与患者在医院用血时交纳的费用无关，
但在采供血成本不透明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本身就
没什么公信力。

《献血法》规定的亲友互助献血仍是自愿性质
的无偿献血，而非现在与手术绑定、带有一定强制性

的“互助献血”。而且，哪些病人需要进行互助献血，
哪些病人可以直接供血，完全是由血站和医院说了
算，没有特定标准，更没有完善的监督，给一些人借
血荒牟利制造了机会，也让一些关系户得以享受“特
权血”，加剧了本已严重的用血腐败。“互助献血”最
大的问题是加剧了人们对血站不信任态度，让无偿
献血的宣传推广变得更为困难，进而使血荒问题更
为严重。

无异于饮鸩止渴的强制“互助献血”理应及时叫
停，缓解供血紧张需要制度性安排。有关部门应通过
加大无偿献血的宣传推广力度来增加血液采集量，
缓解临床用血紧张局面。采血用血成本、血站收入支
出(包括财政拨款)更要尽快公开，同时简化无偿献血
者的用血报销手续，这才能减少人们对无偿献血的
疑虑，让更多人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

冬季临近，农村地区渐渐进入婚礼旺季。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在谈婚论嫁中，高额的彩礼成
了不少准新郎的绊脚石，有的地方甚至出现贷款
娶媳妇的现象。(11月2日《中国经济网》)

“儿子娶媳妇，爹娘脱层皮”，曾是人们对离谱
婚娶费用带给众多农村家庭不堪负重的形象比
喻。而面对有心无力的困难家长，一些打工仔便不
得不采取“贷款娶媳妇”的拆借方式成就婚姻。尽
管此举不无为父解忧的男儿孝道，但也透视出“天
价”娶妻给农村年轻人带来的无奈与悲催。

“贷款娶媳妇”缘起女方父母索要的高额彩
礼，而这种近乎买卖婚姻的背后，当不乏扭曲变
味的认知误区。缘于人们对“嫁女”认知的根深
蒂固，女方家长便总有一种养女儿“吃亏”、
“赔本”的感觉，索要“彩礼”当不无“收回成
本”的“补偿”意味，而且价码越高、“赔”得
越少。破除“贷款娶媳妇”的困局，必须走出索
“彩礼”、“卖”女儿的认知误区，倡树摒弃功
利、移风易俗、婚事俭办的时代新风。

“贷款娶媳妇”背后的

认知误区
□ 张玉胜

强制“互助献血”理应及时叫停
□ 杨国栋

11月1日，是国家邮政局规定的实行“快递
实名制”的首日，根据规定，邮件、快件要求通过
对寄件人电话号码及相关身份信息比对核实后
方可收寄，即通常讲的快递“实名制”。1日，记者
采访了四家快递公司发现，有的网点不仅并未
登记记者的身份证，甚至对用“矮大紧”、“流川
枫”、“流大川”这样的网名寄递都是认可的。(11
月2日《华西都市报》)

网名快递依然畅通无阻，对实名制，部分快
递员说“没有听说”，如此状况让“快递实名制”
首日无比尴尬。不过，在“毒快递”频发而实名制
又不得不行的情况下，“快递实名制”的开局不
利，表明新政还需要一个很长的缓冲期，才能达
到预期中的效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行
而不通的状况呢？

一项政策的执行，理应有多个方面的推动
因素。然而从目前来看，“快递实名制”的基础并
不牢固，反倒面临着供需两个方面的阻力。一方
面，快递公司的动力不足，推动的积极性并不
高。相比于铁路、航空的实名制而言，快递行业
有着其特殊性，最主要的特征便是整个行业小
而杂，行业内竞争相当激烈，难以形成规模效
应。同时，快递行业也因为充分竞争而利润较
薄，难以承受更大的成本压力。

快递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介绍，2015年快
递企业之间的同质化竞争将会加剧“价格战”的

双重叠加效应，即多数快递企业将呈现“微利
化、无利化、亏损化”的趋势。特别是采用加盟模
式的民营快递企业的部分加盟商将会出现经营
困难，部分中型快递企业总部亏损依然会持续。
实行“快递实名制”之后，也就意味着其投递的
效率将会下降，聘请的人员也会增加，随之成本
也会上涨，这对本就处于动荡中的快递行业来
说，显然是难以承受之重。

另一方面则是公众对实名制心存抵触。快
递行业的低门槛也就意味着，其从业人员的素
质参差不齐，很难达到公众信息安全的标准。事
实上，之前出现的一系列用户信息泄露事件，已
让公众对实名制有些投鼠忌器，当大量的用户
信息被一些快递员贱卖给不法分子之后，也就
使公众对整个行业的信任度下降至冰点。若是
没有相应的保障措施，打消公众信息安全和隐
私泄露的顾虑，那么实名制就很难获得公众的
主动支持，“矮大紧”、“流川枫”、“流大川”这样
的网名依然会常态化出现。

在实施条件并不具备的情况下，靠行政部
门的规章进行强推，将会面临极大的反推力，制
度安排也难以落到实处。规制的执行离不开条
件的支撑，若是条件不成熟给予强推并不明智，
也会让新的政策执行变得极为低效。因而破解
快递“名而不实”的尴尬，就应当有一个“打基
础”的过程。

破解快递“名而不实”

需要打消公众顾虑
□ 唐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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