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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feichangdaoF

“如果城市家庭月收入 7000 元

以下，就属于贫困户。”

——11月29日，全国第十五届

消费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郑州

召开。会上，在谈到居民收入时，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卢嘉瑞教授如是说。

艾滋“朝零努力”法规尚需跟进

“教师不穿破洞丝袜”有公权越界之嫌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师

德不彰已经是当下社会的一大顽

疾，体罚学生、性侵害女生等等丑

闻层出不穷，每一起事件发生，都

在加剧师德下滑。这般情况下，

对师德的贬斥，便需要一个发泄

口，这般情况下，广州教育局颁发

师德规范读本，恰好迎合公众这

样的诉求，被质疑被批评，自在情

理之中。

而与此同时，对于师德，从来

都不缺少读本式“标尺”。须知，

道德虽然从未有固定形式，而在

每个人心中，也都有不同的道德

标尺，但是，道德“标尺”，其实是

有共性的，而道德底线，也是众多

人的共同感受，因为我们生活的

环境、文化氛围、社会风气，其实

大抵相当。什么事情合乎道德，

什么事情不合乎道德，公众的感

受，其实大同小异，无需任何的规

范读本来“量化”，况且，道德的标

准从来都是与时俱进的，与公众

的意识同步改变，任何有意固化

道德意识的标尺，都会遭到公众

本能的排斥，这也合乎情理。道

德如此，师德乃道德内涵之一，同

样如此。

当广州教育局“敢为天下先”

颁布师德规范读本，这注定是一

次挑战公众情绪的行为。师德不

彰，从来都不是“ 标尺”的问题，而

是处罚的问题、社会规范管理的

问题。对师德本身，很多情况下，

除站在道德的高度上无力谴责

外，我们显得如此无力。杨燕明

师德不彰 差的从来都不是读本式标尺

七嘴
八舌

广州教育局日前发布《广州市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读本》。该读本要求教师“办公

室不放亲属照片”、“不穿带洞的毛边牛仔裤及破洞丝袜”、“不要露出一节长毛的小

腿”。有的教师觉得管得过细，会扼杀个性。对此，广州市教育局官员认为，读本仅

是行动建议，并非必须遵守。（11月30日大洋网）

师德规范要不要“标准化”？

时事乱炖
shishiluandunS 时评Sshi ping

钱兆成

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

卫生组织和卫生部联合专家组评

估，截至 2011 年底，估计我国存活

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78万。目前，

我国已发现的感染者和病人存活

34.6 万。也就是说，目前还有大约

56%的感染者尚不知情。（昨日本报

头版）

12月1日是第24个世界艾滋病

日，今年的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

“朝零努力”。即“零新增感染”、“零

死亡”、“零歧视”。

“零新增感染”、“零死亡”主要

问题在于医疗技术层次，相信随着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发展，实现这

一目标只是时间问题，不过，一位感

染者的回答或许更直指要害：与疾

病相比，我们更怕歧视。

而实现“零歧视”，其一，法规须

与时俱进。就在11月28日上午，三

位艾滋病感染者称《公务员录用体

检通用标准》、《公务员特殊体检标

准》、《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等系

列规章存在“恐艾”歧视，请求进行

审查，予以撤销或宣布废止。（《新京

报》11月29日）。

据了解以《公务员录用体检通

用标准》为例，其《体检操作手册》中

称“HIV 感染后几乎 100%都会发

病，发病后如果不给予抗HIV治疗，

大部分艾滋病患者将在进入艾滋病

期后的两年内死亡。”这样的论断自

鸡尾酒疗法发明之后已经沦为陈年

的老皇历。

另外，目前的看守所条例、强制

戒毒办法、监狱法等，均为公安部门

和监狱“拒绝”艾滋病人留下了空

间。如《监狱法》规定，有严重疾病

需要保外就医的可以暂不收监。任

由艾滋嫌疑犯四处游荡的新闻屡屡

见诸报端。仅以上两点，艾滋病人

就称得上是“上天”无路，“入地”无

门。

其二，要让既有的法律法规制

度得以践行。我国的《传染病防治

法》、《艾滋病防治条例》、《侵权责任

法》等对艾滋病感染者合法就医权

有明确保障，但如何把法律、法规、

政策都落到实处，使艾滋病感染者

享有平等医疗服务，这需要社会形

成合力。只有这样，才可能使相关

法律条款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

其三，我国缺少强制体检的相

关法规。为了避免社会给艾滋病携

带者的歧视，仍然需要对艾滋病携

带者和艾滋病病人实行保密制度。

当然体检法规不是孤立的，应与医

疗救助相结合，不能检而不救，走向

善意制度的对立面。

如果我们不与时俱进地了解相

关知识，进而调整相关政策，就难以

让艾滋病患者回归正常的治疗轨道

和生活轨道，难以真正让防艾工作

“朝零努力”。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言：存

在即是“合理”，这是极富哲理思

维的一句话。强行干扰和干涉一

个已经存在和必然存在的教师群

体中的“另类穿戴”现象，这本质

上依然是违背客观和教育规律

的。以带有“强制性”和“引导性”

的行为规范来约束青年教师着

装，必然带有压制个性的负面效

应。

教育行政部门制定这类规范

的初衷不外乎怕影响到学生身心

健康，或认为影响教师形象。这

种心态事实上证明是不靠谱的。

教育管理者不要低估学生们的判

断力，也不要低估被管理者的智

商。某种程度上说，以一个管理

者管理上无所不包的心态去管理

下属的教师，反而是“不道德”的，

也是公权力之手伸得过长的表

现。

公权者该管的未必管得好，

教育质量怎样？教师福利如何？

边远地区教师的薪金待遇是否已

真正向公务员水准看齐？百年大

计教育为本的问题、僵化的应试

教育的改革问题……这才是关系

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中之重。把

眼光“缩微”到紧盯女教师是否

“透和露”，是不是袜子有个“洞”，

说轻些是不务正业、偏离教育主

旨；说重些是管理者的“无事生

非”。 毕晓哲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深圳北斗小

学门口有警察牌号车接送单位职工小

孩上下学。（《广州日报》11月30日）

某种程度上，“警用校车”不过是

再度曝出了公权私用的冰山一角罢

了，孩子上学虽然是大事，但却终究

是私事，既然警方的双职工孩子上学

可以用警车接送，那么，照此逻辑，警

察家里的其他私事，岂不同样可以成

为征用警车的理由，现实中，除了“警

用校车”，是不是还有更多的“警用旅

游车”、“警用婚车”，甚至“警用私家

车”……恐怕也更需追问。“警用校

车”背后的问题看来还不只是“公车

私用”这么简单。

“警用校车”是一场特权秀
武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