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河北省衡水市的车管所要求所有新上的
出租车必须使用新能源汽车，对更换或新增的燃
油车，不再办理机动车登记业务。然而，令人诧异
的是，虽然让办理电动汽车，但该市连一个电动出
租车所需的充电桩都没有。(8月6日央广中国之声

《新闻晚高峰》)
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是好事。但大力发展电

动出租车，全市却没有一个充电桩，让开着电动出

租车的司机去喝西北风吗？衡水的施政逻辑未免
让人费解。

执行政策，不顾所在地尚未安装充电桩、没有
国家补贴的实际，既让购买电动汽车的司机负担
高额费用，又让买了电动汽车的司机跑不起来，这
样执行政策，是僵化的，是脱离实际且不负责任
的。因此，衡水方面的工作确实有很大的短板需要
补齐。

作 者/ 张建辉

前不久，备受社会关注的《北京市关于深化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提出，
将进一步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综合素质
评价将作为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对此，不
少家长表示，“综合素质”的评价比较主观，灵活性
也太强，不容易有硬性标准，公平性难免遭到质
疑。（8月9日《中国青年报》）

北京所抛出的“新思路”，是地方层面先行先
试的改革探索。“综合素质”将纳入高校招生录取
参考，一方面表明，“综合素质”将在高招中纳入考
量并且发挥影响；另一方面则强调，这种“影响”必
定还是有限的和辅助性的……“依照高考分数，从
高到低择优录取”，仍将是高招的核心游戏规则。

由此不难看出，北京市将要实施的高招方式，
乃是小修小补、局部优化的改革思路。然而现实问
题在于，“综合素质”到底该怎么界定？又该由谁界
定？若是将之模糊化、务虚化处理，则势必会引发
主观式评价，以及人情勾兑、暗箱操作之忧；而若
是将之具象为一个个条条框框的量化指标，则很
可能又激励那些投机取巧的刷分行为——— 这似乎
又回到了应试教育、唯分数论的老路。

高考分数高，当然不意味着素质高；可纸面上
的“综合素质”评分高，就能意味着一个学生素质
高吗？真正推行素质教育，单凭“高招”方式的改变，
或许并不足以形成足够的激励。真正关键的是，得
改变全社会对于教育和升学所形成的认知惯性，
以及与之相呼应的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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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现场查获假盐２４０箱，总计假冒食盐逾
３５吨，更有不明数量的假盐已售出……因使用工
业用盐伪造食用碘盐并进行售卖，石家庄市民曹
某近日被依法批准逮捕。近几年来，广东、浙
江、江苏、河南、山西接连曝出假盐、毒盐大
案，贵州甚至查出“牲畜用盐卖给人用”。记者
梳理发现，国内的假盐案件至少可以追溯至１９９４

年，层层监管为何难挡假盐泛滥？（8月10日新华
网）

“盐管难题”，就原有的状况而言，说到底
是一个高利润与弱监管的问题。所谓高利润，直
接原因是真食盐与假食盐之间的差价大，非食用
盐作假包装成真食盐的成本低，从而利润巨大；
同时制售门槛低，原料易得等。巨大的利润空
间、简单的作假便利，致使全国各地制售假盐毒
盐案件不时出现。从更深层上讲，还存在一个食
盐长期垄断专营形成的价格虚高与非食盐的相对
市场化程度高、价格相对较低的问题。

即将于2017年1月1日实施的《盐业体制改革
方案》明确，取消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只能销售给
指定批发企业的规定、取消对小工业盐及盐产品
进入市场的各类限制，放开盐产品市场和价格

等。这些改革措施将使所有盐产品完全推向市
场，加大食盐业市场竞争，让食盐等价格进一步
回归市场，对遏止食盐造假无疑具有巨大推进作
用。但效果如何，还有待实践来检验和深化。

就原有的监管状况而言，由于目前我国对食
盐与非食盐的管理，相关的监管办法不在同一部
法律法规框架内，并分属不同的部门监督管理，
从而造成部门之间的责任推卸。无疑，这需要国
家有关方面在放开盐业市场的同时，理顺相关的
监管法规。当然，随着市场的放开，新的监管难
题还会出现，也需要与时俱进完善相关法规。

应该承认，以往长期盐业专营的存在，滋生
了诸如食盐价格高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
因为有这样的独家经营管理，盐业尤其是食用盐
的质量也得到了比较有效的保证。随着盐业体制

改革方案的下发和即将实施，盐业经营的放开，
盐业市场的竞争无疑将会加剧，良莠不齐的经营
者难免会涌入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保原
有的盐品质量保障环境，不但考验着盐业改革方
案安排的科学性，而且也决定着盐业体制改革的
成败。但是，不管是盐业经营中原有难题的解
决，还是改革后可能出现问题的化解，都需要有
关方面不断推进相关盐业改革配套措施来保障。

“盐管难题”凸显和折射的是盐改还在路
上。盐品质量关系着每一个国人的健康，我们决
不能也不允许一边盐业经营、价格放开，一边却
是盐业市场的无序甚至盐品质量无人监管或监管
不力，让劣质盐产品危害消费者。无疑，这不但
考验着有关方面盐业体制改革的决心和勇气，更
考验着实际操作者的智慧和担当。

8月9日，吉林延边，延吉市一幼儿园门前
出现了一道特别的“风景”，一支“排队大
军”占据着幼儿园门前狭小的人行道，队伍中
有老有少，目的只有一个：为给自家宝宝抢到
2016年度入园名额，为此，他们昼夜排队，全
力“备战”。（8月10日中国青年网）

可怜天下父母心，如此“搬来了帐篷、折
凳、躺椅等等，有晚上‘打地铺’扛行李卷
的，有怕天热中暑撑遮阳伞的，更有带着食物
准备‘持久战’的”，也就是因为“公办幼儿
园教师队伍素质高，管理到位，亲戚、朋友家
的孩子很多都在这上过学，所以都希望孩子到
这上学。”

公办幼儿园资源紧缺，是排队报名的根本
原因。应该看到，这种情况在全国具有普遍
性。解决幼儿入园难，要从大力发展公办幼儿
园入手，可以想见，如果有关方面能根据人口
出生率，及早统筹均衡安排资源，孩子入园就
不会成为难题，也根本不需要家长“昼夜排
队”。

近日，从江苏宿迁市泗阳县爱园镇开往
县城的一辆公交车上，一位82岁的老人3次
起身给身边的年轻人让座。有乘客把老人让
座过程发到网上，还配上了“现场采访”视
频，引来不少网友转发点赞。面对为什么给
年轻人让座的提问，老人回答道“换着坐
啊，换着坐都能歇歇了。”（8月10日《扬
子晚报》）

在社会转型时期，由让座问题引发的纠纷
和冲突层出不穷。当“年轻人就该让座”的道
德捆绑与“不让座也是自由和权利”的利益诉
求争锋相对之时，公交车、地铁等公共空间的
老年人和年轻人成为充满距离感与隔阂感的两
个利益群体。

让座问题的核心，在于不同的人们对于同
样的社会规范既具有不同的理解，也具有不同
的需求。让座不是一种法定义务，而是一种道
德自觉；那些因为特殊的生理状况、身体疲惫
不想让座的年轻人，也应该得到更多的理解；
不让座尽管从道德上看上去不够美好，却不能
挥舞着“道德大棒”对年轻人进行语言乃至身
体上的伤害。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急剧变迁，让
一些传统的社会联结纽带失去了原有的功效；
社会原子化、利益碎片化和人际关系干燥化，
让一些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一摩擦就起火”。

当让座得不到差异化、区别性的激励和认同，
让座就会陷入“搭便车困境”——— 别人都没有
让座，为何要我让座？

破解让座困境，更多地要靠激励和认同，
提升年轻人利他行为的动力。“老年人给年轻
人让座”的角色反差，提供了一个破解让座问
题的另类思维：多一些换位思考，多一些设身
处地为对方着想，这样的成人之美，有助于让
公共生活更有品质，也让人们感受到陌生人之
间的善意与温暖。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陌生人之间的纠纷和
冲突，通常都不是核心地带的利益博弈，而是
源于意气之争；为了“争面子”、“争一口
气”，一个小矛盾也能不断升级为大矛盾。如
果陌生人之间能够相互理解、相互体谅，许多
“碎片间的缝隙”都会被弥补。“化干戈为玉
帛”不仅需要法律和规则，也需要我们多一些
“同理心”，对他人多一些耐心和温情。

不管社会如何变迁，“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文化认同和价值
追求依然需要坚守。少一些“道德捆绑”，多
一些“成人之美”，学会在尊重他人利益诉求
的基础上宽容别人、体谅别人；这样的将心比
心，不仅能够实现与自己的和解，也能更好地
实现和群体的交流、对社会的融入。这位有爱
的老人，无疑给大家作了一次好的示范。

广告

老人给年轻人让座：

互相体谅的成人之美
□ 杨朝清

“盐管难题”凸显盐改还在路上
□ 余明辉

昼夜排队背后

是公办幼儿园资源紧缺
□ 钱夙伟

“综合素质”入高招

能否求仁得仁
□ 然 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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