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网友爆料称，云南省丽江市永胜县政府
发文强制全县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捐款扶贫，
每人1000至5000元，计划筹资一千多万元。一名
老师称，这次金额太大，造成干部职工意见比较
大，有老师甚至借钱捐款。

为扶贫而捐款是好事，但是县政府发文强

行摊派，显然违背了自主自愿和量力而行的原
则，超越了干部职工的承受能力。这些不当的做
法，损害了地方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影响社会
各界参与扶贫工作的积极性，必须及时予以制
止。

（10月30日《人民日报》客户端）

作 者/ 唐春成

民办教育促进法修正案草案31日提交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进行三审。草案
新增加规定，不得设立实施义务教育的营利性民
办学校。根据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民办学校的
举办者可以自主选择设立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民
办学校。（11月1日《广州日报》）

《义务教育法》第二条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
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
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国家建立义
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
由此不难看出，公益性、义务化是义务教育的特
质，并因为国家责任而具有某种强制性。民办学校
若要承担义务教育，除了获得国家在本区域同等
的补助，就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若要据此营利赚
钱，那么其行为就应当被限制。

义务教育的公益性与营利性之间，天然存在
着矛盾。若要营利则无以实现公益，那么允许民办
学校营利则有损公益，与义务教育的倡导与要求
不符。义务教育的营利性办学，加速了资源的失衡
与秩序的混乱。在具体的实践中，形成了民营学校
一家独大的局面，严重影响了公办学校的办学质
量，也加重了家庭的教育成本付出。

当然最严重的问题，就在于义务教育实现民
营化或者营利化之后，就会产生较为严重的责任
替代，从而使各级政府在办学的积极性上不足，从
根本上破坏教育公平性的原则。结果一方面弱势
者无以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通过营
利民营学校享受到优质资源，又要付出极为沉重
的经济代价。故而，通过限制义务教育的营利性办
学，则成为回归义务本质的必然选择。

■ 漫 画

近几日,气温骤降,很多人都穿上了厚衣服,家
里也打开了空调取暖。寒冷的天气,让供暖又成为
市民热议的话题。省城济南已于11月1日开始了预
供热,不少小区居民的家里已经温乎起来。莱芜和
聊城两地决定将把供暖时间提前三天,由本来规定
的11月15日提前至11月12日。而在有些城市，人们
还只能先开空调忍着，虽说要根据天气变化对启

动冬季供热的时间进行调整，但供热条例对正式
供热时间有硬性规定。

一场秋雨一场寒，连日来的阴雨天气让气温
一下子降不少，“能不能提前供暖”成了大家讨论
最多的话题。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气象信息
的获取变得越来越便捷，“看天”几乎不存在什么
技术性难题。而能否实现“看天供暖”，则彰显着一
座城市的管理水平及其对待民生问题的态度。面
对已经建立起“看天供暖”的城市，只能说“看天供
暖”不难，难的是热企与政府行动的决心。

实际上，省内有城市供热管理条例提出，根据
气候变化，政府应当决定提前或延长供暖时间。但
由于条例并没有列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如采取什
么样的磋商机制、怎样的天气符合提前或延长供

暖条件等，“看天供暖”的可操作性存在着诸多问
题，“看天供暖”逐渐成了“看通知”供暖。

由于取暖费定价是按照规定供暖时间计算，
多供暖一天，就会产生额外成本，而这些成本由谁
来买单，一直没有明确。根据以往的经验，“提前供
暖”是由政府财政买单，但“提前供暖”的花费不是
小数目，总是让财政来填这个窟窿，并非长久之
计。想要真正实现“看天供暖”，这些都是不得不解
决的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妨看看其他城市是如
何做的。从2010年开始，北京市供暖形成了较为完
善的气象会商机制。按照一般程序，大约在10月下
旬到11月上旬期间，北京市城管委、市发改委、市
财政局、市气象局会同供热单位、企业等会进行三

次“圆桌会议”，根据天气预报研判是否需要提前
供热。按照相关规定，连续5天平均气温低于5℃是
开始供暖的“标准线”。兰州市也明确，全市正在努
力推进热计量供暖，当天最低气温达到0℃或者连
续三天最低气温在5℃以下，可以提前启动供暖。

一个城市何时供暖不能太机械。大家都穿羽绒
服了还不供暖，显然说不过去。“看天供暖”的本意是
为解民众之忧，避免市民挨寒受冻，但如果无法从现
实情况出发，灵活对待问题，一切都要“等通知”，无
疑是与服务民生的出发点相违背。一座城市的生活
质量和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很大程度是取决于那
些最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看天供暖”面临的
各种难题，最终会找到相应的突破口，而这最需要的
正是热企与政府的智慧与决心。

“我从来没想到，平均每天会71次拿起手机。”
宁波市民吴女士向记者说起这件让自己意外的
事。记者作了一个小调查，25名80后平均每人每天
使用手机4个小时21分钟。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
建华建议人们不妨试着从关机10分钟做起，直到每
天关机1个小时。慢慢尝试，你会发现，离开手机也
没什么大不了的。（11月2日《宁波晚报》）

杨建华的建议，表面上看是有一定道理的。但
无论是“关机10分钟”还是“关机1小时”，在如今这
个时代看来，都是难以做到的。我们已经进入了一
个互联网的时代，已经进入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离不开手机的。你关上了手
机也就意味着你与这个时代，与这个社会失去了
联系。我们已经适应了“随时联络”的生活状态，就
很难回得去了。

我们需要关注手机依赖症，因为它确实已经
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但是，治疗手机依赖症不
能指望“关机1小时”，这不是理智的态度。更该反思
的是如何从心理上治疗手机依赖。

“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父母过世后的所有
财产，当然由我来继承，这么简单的事情还用讨
论吗？”可能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但事情有时
并非这么简单。最近在杭州，就发生了“独生女无
法继承房产”的稀奇事，准确地说，是独生子女无
法独自继承父母留下的房产。（11月1日《每日经济
新闻》）

小丽是独生女儿，父亲早年去世，母亲今年
去世，父母生前在杭州有一套房子，价值约300万
元。最近小丽到房管局要求过户，房管局却要求
她提供继承公证书，而公证处的人说，要办理公
证得把小丽爸妈的亲戚全部找到。“我爸妈的亲
戚全国各地都有，有的还出国了，我到哪里去找
他们？”小丽急得快要哭了。

独生子女独自继承父母留下的房产，在一般
人看来，天经地义。可是，法律讲究的是证据和法
理，再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证据不行；而且，坊
间所理解的天经地义，未必总是符合法理，现实
中，法与理、法与情的冲突并不鲜见。

小丽为何无法一个人继承父母留下的房产？
因为10年前小丽的爸爸去世时，小丽的奶奶仍然
在世（现已去世），这是一个关键点。按照婚姻法
相关规定，这套房子属于小丽爸妈的婚内共同财
产，爸爸、妈妈各占一半；按照继承法相关规定，
小丽的爸爸去世后，他拥有的一半房产，除了小
丽和妈妈有继承权，奶奶也有继承权，即爸爸的
半套房子应由三人平分，奶奶应得1/6房产，只是

当时并未进行房产分割。
另一个关键点是，小丽的奶奶虽已去世，但

她有四个子女，四个儿女又各生育了子女。同样
按照继承法，奶奶去世后，她原本拥有的这套房
子1/6产权，应由四个子女平分，子女已经去世的，
由孙辈继承。也就是说，奶奶的1/6房产中，小丽也
能继承一份，再加上继承父母的房产份额，小丽
全部的房产继承份额是7/8，另外1/8则应由小丽
的“七姑八姨”继承。

以民间视角，小丽的伯伯、姑姑、堂兄妹未必
会去继承这份财产，因为房子确是小丽父母的，
其他人没有道理去分一杯羮，否则太不厚道了；
但从法律角度讲，他们的确有继承权，分一杯羮
是他们的法定权利。了解了这些，就能理解房管
局为何不给小丽办理房产过户，公证处为何要小
丽把爸妈的亲戚全部找到。没有他们放弃继承权
的公证，小丽就无法完整继承这套房子。

这件事的确很稀奇，而正因为稀奇，和人们
的惯常认知不一样，它才更具有普法的价值和意
义。普法不只是宣讲法律知识、背诵法律条文，每
一起出人意料的案件都是普法的好教材，都能让
人们从中获取法律知识、感受法律精神、增强法
治观念，并修正自己惯常的认知。通过小丽这件
事，人们会对房产继承有进一步的认识，而它最
大的启示，也许在于提醒人们立遗嘱的重要
性——— 假如小丽爸爸去世前立下遗嘱，明确名下
房产由谁继承，那就没有现在的麻烦事了。

何时供暖，不能太机械
□ 齐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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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晏 扬

“每天关机1小时”

不是治疗手机依赖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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