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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希望女儿考好，是实话更是无奈
□曾 金

延吉市三道湾镇屯田

村的刘本洪，二十多年来，

与妻子在三亩薄田上辛勤

劳作，已经供出一个大学

生，如今，又要供另一个。

儿子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

保送研究生，女儿以 640 分

考上大连理工大学，这在全

村，甚至镇里都是一件值得

骄傲的事。然而说到学费，

刘本洪的眼睛黯淡下来，

“唉，没想到姑娘也能考上，

真不希望她考这么好。”（7
月24日《新文化报》）

高考作为农村孩子跃

农门的一个机会，千千万万

的父母亲都希望儿女能够

考得好。但对于经济收入

低的困难家庭来说，一句“真不希望她考这么好”令人费解之余更是饱含着一个父亲对现实

的无奈和悲怆。“寒门难再出贵子”的媒体话语体系之下，教育公平一再被提及，但面对此情

此景，不希望考好，是实话更是无奈。

高额的学费下，将寒门学子硬生生地隔绝在象牙塔之外，最终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也越

来越小。如果考试成绩一般，自然可以名正言顺地让孩子不再读书，可以直接进入社会参

加工作，可以省去一大笔花销。考得不好，不让她读书也就不会存在这么多的自我道德谴

责，良心上也就没那么多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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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 走向复兴
——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农历甲午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符号，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

它折射出民族屈辱、觉醒和复兴的历史内蕴，标示着国家奋进、崛起和强盛的历史进程。今

天，是甲午战争 120 周年。从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到 2014 年甲午之年，120 年的双甲子走

过，中国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凤凰涅槃，展示出波澜壮阔的复兴画卷。习近平同志指出：“一

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又逢甲午，正值新纪，我们应重温所经历的事，审视所走过的路，铭记历史，走向复兴。

2014年，再逢农历甲午年，一个新纪元正在开启。

——必须有正确的道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都是承载自身文明、穿越自身历史

的过程。中国的人口规模、疆域国土、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决定了中国必须走适合自己、独

立自主的革命道路、建设道路、发展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才能发展中国。

——必须有坚定的领导。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之所以逐步成为现实，关键在

于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拥有一个能够真正承担起引领复兴大业的领导核

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则融入了历史和人民。

——必须有安定的秩序。在中国，没有和平安定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国

家的发展和民族的强盛就是一句空话。立治有体、施治有序，方能长治久安、持久兴盛，发

展和稳定缺一不可。

——必须凝聚民众力量。“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

己的根本宗旨，因此赢得了人民，赢得了天下，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

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必须有强大的实力。富裕不等于富强，财力不等于实力，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不等

于能够拥有大国的尊严和地位。这是近代历史留下的深刻启示。地位要靠实力来支撑，尊

严要靠实力来赢得，富国和强军不仅是国家崛起的不二选择，也是民族复兴的题中之义。

——必须与世界融合。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是闭关锁国，当代中国快速发展的重

要原因是改革开放。

所有这些，都是120年历史沉淀出的真理，是用鲜血和泪水浇灌、用坎坷和挫折砥砺而

成，体现着无数仁人志士的抱负和智慧，凝聚着无数先贤先烈的探索和奋斗。它们曾闪烁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来时路，也将照亮中华民族复兴的前行道。因此，当新的甲午年来临，当

新的甲子轮回启动，中国既展现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底气，更表现出沉思历

史、反省历史、总结历史的理性。甲午战争的耻辱刻骨铭心，双甲子轮转的历史荡气回肠，

中国正在面对和将要面对的同样是关山险阻、惊涛骇浪。中华民族复兴的巨幅画卷已渐显

渐美，但还远未到驻足欣赏、品味成就的时日，我们绝不能陶然自得，还必须不懈奋斗。

据《人民日报》2014年7月24日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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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红会老思维遇上“互联网一代”

一个漫不经心或者微不足道的

线头，就可能瞬间扯散一件毛衣。没

有人会想到，人们聚焦台风的最大诱

因，竟然会是两件物品：霉变面包和

酷暑棉被。“老思维”里的那种“官贵

民轻”万万要不得，谁的这种思维越

顽固谁就越可能在公共事件应对上

失分、摔跟头。@华商报

消费者不能成洋快餐“脑残粉”

明知道这些洋快餐出现食品安

全问题，消费者仍趋之若鹜，这种“痛

并快乐着”的心态，究竟说明了什

么？任何企业发生质量问题，都必须

受到谴责与惩罚。无论是拿“保护民

族企业”为挡箭牌，还是以“洋快餐也

是 受 害 者 ”为 借 口 ，都 是 在“ 耍 流

氓”，颠倒是非。@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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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RE DIAN LENG PING
点冷评

星XING BAO SHI PING
报时评

世SHI XIANG ZA TAN
相杂谈

如何杜绝养老院
频频变身“虐老院”
□刘晶瑶

7 月 22 日，黑龙江省青冈县一养

老院中发生血案，一名养老者将同院3

人的睾丸切除。24日，伤者已被送至

哈医大四院进行救治，行凶者也被警

方控制，当地官方通报，目前，3名伤者

经过手术处理伤情基本稳定，无生命

危险。一名53岁的伤者称，行凶者30

岁左右，平时帮老人打饭，事发前曾因

剩饭问题发生争吵。（本报今日12版）
目前我国养老床位总数为390万

张，如果要在2015年实现每千名老年

人 30 张床位的目标，还需要增加 270

万张床位。巨大需求与捉襟见肘的养

老机构服务供给之间，充满了纠结与

无奈。

类似于北京“一福”、“四季青”这

样的明星公立养老院，想要排队等待

入住，要等上百年。于是，巨大的养老

需求只能流向民营养老院。这些民办

养老院在缺乏强有力监管的情况下，

养老很多时候变成了“圈老”。养老服

务的公益性、福利性与企业追求利润

最大化之间的矛盾重重。以此次出事

的黑龙江省青冈县养老院为例，犯罪

嫌疑人本身就有些残疾，自顾不暇，却

还要肩负着照顾失能老人的职责，相

信这种安排也是为了节省人力成本开

支的无奈之举。

类似的情形，在许多民营养老院

都层出不穷。此前，郑州市李江沟村

畅乐园老年公寓就曾发生过虐待老人

的事件，护工郑焕明凌晨三四点叫醒被

护理老人，强迫老人喝尿。周边居民称

养老院经常传出打人声，惨叫声。而在

此案中，虐待老人的护工郑焕明也已经

62岁了，正应该颐养天年，却还要承担

如此繁重的护理工作，一定程度上暴露

了民营养老院的举步维艰。

要想杜绝养老院变身“虐老院”现

象的产生，一方面必须加强政府对民

营养老机构的监管，另一方面，则需要

国家层面上，将对民营养老机构的政

策和资金支持落到实处，确保民营养

老院成为“老有所养”的坚实阵地，而

不是为了牟利生存，举步维艰的养老

地狱。

老潘“跨洋慈善”
网民为何“急眼”？
□张兰军

近日，SOHO 中国董事长潘

石 屹 与 哈 佛 大 学 签 订 金 额 为

1500 万美元（约 9300 万人民币）

的“SOHO 中国助学金”协议一

事，引发热议。企业 CEO 张欣

表示，助学是希望更多中国优秀

贫困生，能接受世界一流大学教

育。潘石屹也微博回应，只帮助

在这些学校的中国贫困家庭学

生。（7月24日《新京报》）
一掷数千万，目标是哈佛，

堪称很“高调”；生财有道，取之

合法，“我的钱包我做主”，亦无

可厚非。可在这里，老潘的“高

调慈善”，却遭遇广大网民的“分

外急眼”，究竟为什么？

对此，老潘“地产界大腕”的

身份，不应被忽视。近二十多

年，中国城镇化建设突飞猛进，

在催生一个又一个地产“暴发

户”之余，也伴生那么多的房奴、

蚁族、蜗居客。一边是房价一路

高歌猛进，地产商赚得盆满钵

满；一边是众百姓望房兴叹，直

呼伤不起。如此之下，老潘这般

心系异域，钱撒海外，越是打着

“慈善爱心”的旗号，越难免刺痛

国内民众的心。

另一方面，能走出国门，在

国外一流大学读书，没有一定的

经济基础，恐难成行。以此而

论，老潘再怎么强调自己“扶危

济困”，也 难 脱“ 锦 上 添 花 ”意

味。而与此同时，在中国广大

的西部地区，在老潘的家乡所在

地甘肃，爬天梯、溜索道、淌河

水，仍是许多孩子求学路上的无

奈选择；师资不健全，硬件难配

套，仍是众多学校的“主基调”。

在此“基本国情”下，老潘的舍近

求远，厚彼薄此，越是“财”大气

粗，越显不合时宜，也越让此前其

在反哺家乡上所做的努力，不

值一提。

鉴于以上所述，笔者认为，

老潘应在认真倾听、尊重民意的

基础上，把自己寄予厚望 ，饱蘸

深情的“SOHO 中国助学金”，做

大做好，更彰显“中国范儿”，更

跃动“中国心”。

“更多官员的通奸，是在其拥有了权力，是在腐败既成事实之后，也即，官员贪腐，与通
奸并无必然关系。”

——广州市纪委新闻发言人梅河清日前表示，以通奸为代表的“错位的感情”是不少领

导干部违法违纪的催化剂，是案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而时评人晴川

则质疑：“权力春药”催生的通奸有多少感情可言？

“当下在网络等新媒体平台上，经常会出现类似的景观，因为一个问题的观点差异就演
变成站队和对骂，不仅拉低了公共辩论的价值，有些言辞也逾越法律。”

——时评人曾颖认为，很多人对这样的违法并没有清晰的认知，他希望方舟子和崔永

元的官司，能成为一次生动的普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