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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雨

今天，高考如期

进行。

与往年一样，高

考依然热闹，那些热

切的家长，那些充满

希望的考生，在预期的时间进入“高考状

态”。今年和往年一样的是，打击高考作

弊，依然是重头戏。高考前各地公安机

关和教育部门密切配合、果断行动，近期

连续破获了45起涉及高考的贩卖作弊器

材、考试诈骗案件，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62 名。今年和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多

了一个不参加高考的南科大。南科大校

长朱清时高考前接受媒体访问，称反对

已录取南科大学生参加高考，认为回去

参加高考就是回到了体制内，实验还有

什么意义。（6月6日《京华时报》）

高考向来被认为是较为公平的，而

通过高考选拔人才也是我们认可的一种

方式。所有进入大学的学生都要通过高

考来完成，显然也是不符合现实的，从这

个意义上说，我很是赞成南科大的做

法。既然学生表示不参加高考，学校肯

定要支持。的确，如果学生参加了高考，

也就是让所有人都回到体制内。这样的

实验还有什么意义？

现有的教育体制存在着太多的问

题，的确需要改革，而改革总要付出一定

的代价。现在的南科大算是到了一个紧

要的关头。一方面教育部要求南科大的

学生参加高考；另一方面学生和南科大

都不希望参加高考。或许教育部的意思

也只是让其完成一个程序，但对于学生

和南科大来说，是否参加高考，意义大不

一样。

每年的高考都热热闹闹的，而设计

好的程序都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习

惯了按部就班，猛一见到不参加高考，自

然让人意外，但我们不能因为其特别而

鼓掌。我们鼓掌是因为人家是在进行教

育改革，让教育回归本质意义。

南科大之路会走得怎么样？现在似

乎无法预料。参加高考与否，在我看来，

其实并不是至关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

否保证公平。

为何要打击高考作弊，为何要减少

高考加分？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了公平。

公平是每个考生所需要的，公平是我们

整个社会都需要的。诚信，谁都说重要，

但公民的诚信却是和社会的公平密切相

关的。

每年的高考，社会都会表现出对考

生的关爱。无论是从饮食安全上，还是

从交通便捷上，都会一一显现；每年每地

的考点，总会出现太多焦急等待的家

长。高考是热闹的，高考也该是公平的。

郭文斌

热闹的高考，公平的高考
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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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凭啥这么“牛”？

非常道
feichangdaoF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就餐事小，失“节”事大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楼歪

歪了。 ”

——崔永元近日发表微博表示，自

己终于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楼歪歪、

楼脆脆，原来是“泡沫”闹的。小崔的嬉

笑怒骂再现江湖。

“让秭归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诗人

朝圣之地。”

——秭归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郑之问表

示，在获得“中国诗歌之乡”称号之后，秭归

县将适时提出打造中国首个“诗人县”。

“这个时代就像一只正在加热的平

底锅，我们大多数人则像锅里乱蹦乱跳

的爆米花，唯一的差别只在你是甜的、

咸的，还是无味的。”

——朱德庸在《大家都有病》里这

样说。

6 月 4日上午 10时，一辆豪华白色

加长林肯和七八辆黑色奥迪组成的车

队，在鞭炮声中驶入北京语言大学，一对

新人在该校食堂五楼举办婚礼。此举引

发学生不满。校保卫科认为，只要不影

响学生就餐，在高校食堂举办婚礼很正

常。（据《新京报》）

保卫科的意见不能说

没有道理。但既然为高校

食堂，除了提供学生就餐之

处，还要顾及高校形象。如

果这婚礼低调些，只像一般

的小宴请一样，如某某同学

领了奖学金，大家去撮一

顿，或者像毕业班聚餐一

样，图个热闹，估计没人会

有意见。

学生的不满，不在于就

餐方便与否，而在于这种奢

华婚礼大摇大摆地侵入校

园，在于公益之地对格格不入的商业活动

媚态相迎，不以为耻反以为有理。

在学生看来，就餐事小，失“节”事大，

他们在乎的是“大学”两字，珍惜其形象和

名声。

丫丫/文

李娜夺冠打开了职业体育“娜”扇窗公论
gonglunG

李 龙

在罗兰·加洛斯的红土场上，法网冠军

第一次刻上了中国乃至亚洲人的名字——

李娜。

李娜夺冠后，不管是外国媒体还是国

内媒体，都给予了高度评价。美联社、法新

社、路透社赛后在第一时间都发表评论，称

李娜创造了中国体育的历史。“娜么美”、

“娜样传奇”则占据了很多国内媒体的头

条，有的甚至表示李娜的突破堪比女排五

连冠和刘翔的雅典奥运会 110 米栏夺冠。

而新华社更是认为李娜的夺冠在某种意义

上超越了姚明、刘翔和丁俊晖。

李娜的夺冠，是其个人的成功，也是中

国和亚洲人的胜利，在中国体育史上必将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当中国体育还在为

探求职业化而谨慎前行时，李娜的成功不

经意间为中国的职业体育趟出了一条路

子。

与乒乓球、羽毛球等体育运动相比，网

球是竞技体育中职业化最彻底的项目，到

现在已有超过一百年的职业化历史，在国

际体坛受欢迎程度也很高。长期以来，这

项运动一直为欧美人所垄断，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李娜夺冠和刘翔雅典奥运夺冠一

样，都颠覆了一项运动的历史格局。

2009 年初，网球成为体育职业化的先

锋，这一年，李娜和郑洁、彭帅、晏紫等网球

“金花”率先在中国职业体育界大胆走上

“单飞”之路，成为名副其实的“自负盈亏”

的职业选手，自主训练、参赛，比赛奖金主

要归个人所有。难能可贵的是，国家体育

总局为她们的“单飞”开了绿灯，这完全可

称得上是中国体育职业化的一大突破。可

喜的是，这些花朵虽然经历了不少挫折，但

并没有凋谢，反而以今天的成功为网球职

业化之路作了很好的开路先锋。李娜以前

常说自己总是成为“开路人”，没承想法网

的夺冠让她再次成了网球大满贯的中国和

亚洲第一人。

因而，李娜的“单飞”成功表明，在传统

体育培养体制之外，还可以大胆开辟另一

条道路，即完完全全走职业化之路。这种

职业化与中国足球的“伪职业化”不同，它

要打破固有的行政束缚，融入世界职业体

育的共享理念，与国际体坛接轨。事实上，

举凡国际影响力大的项目往往是职业化程

度高的项目，比如足球、篮球和网球。李娜

的法网夺冠其实也为我们打开了“娜”扇

窗，那就是看到了中国运动员融入世界职

业化体育的希望。

李娜的大受欢迎还缘于职业运动员率

真的个性，她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还可

以中国式幽默、快捷的反应来回答记者的

提问。而对于自己的丈夫，她也毫不掩饰

自己的爱。在法网获胜后，她甚至显得过

于淡定了，既没有激动的泪水，也没有煽情

的话语，而是把“感谢赞助商、感谢团队、感

谢老公”说得那么直白、坦诚。不矫揉造

作，不掩饰对胜利和奖金的渴望，或许这才

是一个职业运动员的个性展示。体育运动

说到底就是要体现竞技体育的快乐，崇尚

体育精神的运动员自然会得到观众的喜

爱。

老报人说
laobaorenshuoL

畅 平

最近一段时间，港星谢霆锋、张柏芝

离婚事件被诸多报纸的娱乐版炒得不一

而足，什么“携子寻死”、“带子探夫”闹

得沸沸扬扬。笔者曾预料，这可能又是

“明星”或者某些人的无聊炒作。今见报

载：“所谓的离婚事件都是无中生有”，预

料不幸成真，可悲！

如今我们这个时代，几乎人人都想

成名，芸芸众生想成名，已经成名的“明

星”还想更加耀眼，应该说这些都无可厚

非，坏就坏在为了这个“名”，无所不用其

极，包括自跌身价，制造绯闻，自我炒作

成为某些人“成名”的终南捷径。

更为可叹的是，不少媒体甘愿为某

些“明星”的炒作提供载体。真实是新闻

的生命，这是新闻工作的基本原理，也是

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懂的基本常识。可

是我们有些媒体为何明知故犯呢？说白

了无非是为了追求卖点。“锋芝”离婚事

件是媒体为“明星”炒作的又一新例，他

们最后是不是真的离婚，这都不重要，重

要的是媒体不必把功夫过多地用在这上

面，须知再好看的东西看多了也会发腻

的，希望这样的例子越少越好。

炒作“明星”何时了

下岗女工杜女士到南京市中央门一

银行取款时，存折上仅有的 3000 元钱全

部取出后，结果银行一下就多给了 2.7 万

元现钞。别处购物付款发现银行多给钱

后，担心会出问题的杜女士随即报警求

助，然而杜女士在警察陪同下赶到银行

退款时，却遭遇了意外一幕，银行不仅拒

收这笔市民主动退款，反而将杜女士一

行赶出了银行。（6月6日《扬子晚报》）

银行柜员“自摆乌龙”，把 3000 元取

款当成 30000 来付，这不是杜女士的错。

作为储户，杜女士在发现银行多给钱后，

能主动把“不当得利”返还给银行，银行

理应把其当成贵宾来招待才对。然而让

人大跌眼镜的是，杜女士三次还款都被

拒绝，即便最后一次是在民警的陪伴下，

仍被银行无礼地赶出门外。

银行之所以这么“牛”，敢把前来还款

的储户赶出门外，一方面是工作人员正

在结账，尚未发现账面现金有问题；另一

方面，也是因为有“许霆案”撑腰，所以根

本就不担心这笔钱会“跑”掉。这不，面

对记者的咨询，另一家银行的一位负责

人就显得很自信：“银行出现取款错误的

事情很常见。银行有监控，还会找到多

取钱的当事人的。”

不过，银行就算是处于强势地位，这

样怠慢主动前来还款的储户，实在令人费

解！如此恶劣的态度，跟社会上那些欠了

别人的钱，反而把对方看成是“孙子”的老

赖们有何区别？杜女士应该感到庆幸，多

亏现在是银行多付给自己钱，自己是来还

钱，而如果是银行少付给自己钱，自己是

来要钱的话，就以银行现在这个态度，再

加上“钱请当面点清，离柜不认”的声明，

还有可能把钱要回来吗？

眼下，国内银行给公众留下的印象并

不是很好，而银行却总是在抱怨公众对银

行工作不理解，有偏见。就这样无礼对待

储户，让公众如何理解你，正视你？

程绍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