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新疆、西藏两地外，全国已经有29个省份陆
续修订了本地的计生条例。统计显示，目前有7个
省份的计生条例规定企业对超生员工可以开除。

如果“超生职工可开除”中的“开除”对象，针
对的仅是“国家工作人员”范畴内的机关事业单位
公职人员，是有法律依据的。但若进一步将“超生
开除”范围扩展到普通企业职工，显然又并不那么
合法了。首先，“企业可开除超生员工”实际上缺乏
明确的上位法法律依据。因为《计生法》42条针对

“国家工作人员”之外人员的超生，规定的仅是“纪
律处分”，而对于企业职工来说，“开除”显然并不
属于“纪律处分”。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中，
相近概念只是“解除劳动合同”。而在《劳动合同
法》39条规定“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6种
情形中，又并没有明确包括“职工超生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这意味着，针对企业职工超生，无论是

“开除”还是“解除劳动合同”，其实都没有明确法
律依据。（10月30日《人民日报》客户端）

作 者/ 张建辉

由暨南大学和媒体联合发起的广东省中小
学生非虚构作文大赛定于11月1日正式启动。据
介绍，本次中小学生非虚构作文大赛，希望把中
国最优秀的中文教育工作者和中文写作者聚集
起来，倡导青少年关注身边真实、走进现场，能够
进一步传承经典文化，展现汉语言文字的魅力。

（10月31日《南方都市报》）
作文始终都是教育教学工作中的重点和难

点。可是，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就是孩子
的作文，几乎都是虚构的：情节是虚构的，对话是
虚构的，场景是虚构的。

提倡“非虚构写作”，其实就是想让孩子更关
注真实的社会。“非虚构写作”能够培养中小学生
观察社会、关注社会、思考社会的能力。有了对真
实社会的感知，今后他们走上社会，无论是从事
何种职业，都会有适应建设社会的勇气。特别是
现在面对互联网的浮躁、喧嚣，甚至相当多的浮
夸、虚假，我们更应该让孩子们得到更为现实、更
为真实的生活训练和体验，这有现实的针对性和
意义。“非虚构写作”是对校园作文变革的呼唤，
有关方面应该积极引导孩子向这个方向转变。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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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德州市齐河县梅苑社区居民艾传议挺开
心：“俺拿到县里第一本《农业人口市民化权益证
书》，农民转市民还真不孬！”———《权益书》让他享有
与城镇居民同样的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等福利，还给
保留了农村土地经营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其他
集体经济权益，可谓上了“双保险”。今年9月份，山东

省省长郭树清对齐河户籍制度改革的创新举措作出
批示：齐河的探索颇有成效，各项公共服务落实的
好，这就抓住了新型城镇化的根本。（10月24日大众
网）

日前，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
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基本原则之一
是守住政策底线。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
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
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
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
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意见》要求，不得违
法调整农户承包地，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权作为农
民进城落户的条件。（新华社10月30日电）

坦率地说，尽管城市化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且不少农民在城市化大潮洗礼下成为市民，但对很

多农民来说，也并非没有顾虑。“上楼”后自己赖以生
存的土地还能不能继续经营？以往在农村享有的宅
基地使用权及其他集体经济权益还有没有保障？成
为市民后能否享受到“同等待遇”等等，这些都是十
分现实的问题。可以肯定，这些问题如果不妥善解
决，这些农民的顾虑就很难打消，而顾虑不打消就会
影响到进城当“市民”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整个城
市化进程。

齐河的探索实践恰恰抓住了问题的“牛鼻子”。
围绕部分农民的顾虑和关切，一本《农业人口市民化
权益证书》给大家吃下了“定心丸”。“权益书”背后是
农民成市民后切身权益的保障：一方面，继续享有农
村“三权”，给大家留下了“退路”，解除了“上楼”后万
一找不到工作“不适应”或不能及时享有“同等待遇”
的担忧；另一方面，“权益书”明确他们享有与城镇居

民同样的医疗保险、子女教育等福利，让他们对“上
楼”当市民充满了期待，调动了他们“上楼”的积极
性；再一方面，同步规划建设的各类产业园区、土地
股份合作社加速了农村土地流转，盘活了因“上楼”
而“闲置”的土地，增加了收益。

不损害农民利益，农民才会心甘情愿地进城。从
改革开放初期“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
速走向全国，到后来“三农”领域一系列成功改革实
践，无不是广大农民在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之
后才投入更大热情和精力的。也就是说，“变现”的权
益激发了改革的活力，带来了全局的质变。从这个角
度看，齐河的相关探索正是让农民“上楼”后权益“变
现”的好举措。我们期待，在齐河探索实践的启发之
下，更多地方能在保障农民“上楼”后的权益上拿出
新招、实招，最终实现农民满意的城镇化。

日前，环保部发布《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报告（2016）》，披露了2015年全国城市声环境现
状。报告显示，全国城市声监测夜间1/4不达标。

“这意味着全国1/4城市睡在噪音里。”海南省生
态环保厅污防处调研员王先国认为，尽管近年来
关于噪音投诉比例居高不下，但问题的解决却十
分不易。（10月30日《工人日报》）

“1/4城市睡在噪音里”，这恐怕不是夸大其
词。环保部发布的中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报告显
示，去年全国共收到环境噪声投诉35 . 4万件，占
环境投诉总量的35 . 3%。由此可见，想要安静地睡
觉是多么困难的事。

睡在噪音里，不是好事。长期处于噪音中，健
康会受到严重影响。根据世卫组织对欧洲国家的
流行病学研究，噪声污染已成为空气污染之后影
响人体健康的环境因素。过度暴露在噪声污染
中，不仅会严重影响心理健康，也会增加患心脏
病等疾病的风险。

无论是从城市的发展，还是从老百姓的健康
来看，噪声污染必须引起重视，必须将其当作环
境污染进行治理。首先，惩罚力度要增加；其次，
执法队伍要扩大；再次，执法部门要明确，要彻底
改变多头管理的状况；最后，需要增加执法投入，
必要的技术装备必须配备。噪声污染问题由来已
久，已经到了不整治不行的地步，我们再也不能
漠视“1/4城市睡在噪音里”的现状了。

2003年4月20日，李传书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
幸身亡。李传书的妻子在一家不景气的工厂上
班，工资不高，还留下一个12岁的女儿。李传书的
大学同学得知后，自发成立基金会，资助其妻女
13年。“老同学走了，他的孩子我们来养”。（10月30
日《中国青年报》）

男子因车祸去世，30多名大学同学资助其妻
女13年——— 许多网友看到这一报道后，第一反应
是哭了。“老同学走了，他的孩子我们来养”，无疑，
这样的同学情最珍贵，最让人动容。

13年来，全班30余人为赵英母女筹集了5.6万
余元。从钱数来看，数目并不多，但对于一个家庭
一般的孤儿寡母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更何况，
这一支援持续时间长达13年。实际上，这份牵挂
或者同学的关爱，对于母女两人来说是一种精神
上的温暖：生日的祝福短信，偶尔的异地小聚，学
业、工作上出点子，都让人心中感到温暖。正如其
中一位老同学所言，“我们代替不了父爱，但可以
让楠楠觉得，在任何时候，她的背后都有一股力
量在支撑她。对她的关爱和牵挂，也让我们这个
班集体凝聚在一起”。

给人玫瑰手留余香，在对同学母女的帮助
中，这些昔日的同学们实践的，是人与人之间
的真情，洗涤的是心灵。看似是单方面的付
出，实际上，这一行为更像一种互助，物质与

心灵的互动。
战友之情、同学之情、师生之情曾被誉为

最让人难忘的感情。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
些感情有时也在变味。单说这同学情，就是如
此。很多网友都感到现在同学之间变得更加物
质化，正如一些报道所述，很多同学联系彼此
时，往往就是为了份子钱；一些同学聚会也成
了负面的东西，很多人更是防抢防盗防同学
会；还有一些人将同学之谊异化成了封闭腐化
的小圈子；更常见的是，失联的同学们，好不
容易联系上建了一个朋友群，各位却在群里不
续友情，盲目炫富和攀比……同学之情异化，
成了一个时代的痛。

“他的孩子我们来养”，让人感受到了昔
日的同学之情的温馨和单纯，也让大家反思：
什么样的同学之情才是我们稀缺的？什么样的
同学才是值得我们交往的？同学之间，究竟该
如何相处相交？这一切都值得大家思考。

反思同学之情，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感情
需求，更是让每个人审视自己的人生，扣问自
己的灵魂。正如一位网友的留言，他说：圈子
决定人生，接近什么样的人，就会走什么样的
路，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而充满友爱的
同学情，让人感到温馨无比。这样的同学情最
珍贵，这样的同学情是我们最需要的同学情。

广告

农民利益“双保险”才能更好地“进城”
□ 桑胜高

“他的孩子我们来养”

这样的同学情最珍贵
□ 刘义杰 “非虚构写作”是对

校园作文的变革呼唤
□ 郭元鹏

让更多人

“睡在安静的城市中”
□ 郭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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