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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Sshi ping 过期调味酱遭罚款4000元，合法伤害权下的蛋？
金戈

为鼓励高校学子，清华大学修车

师傅任玉华近日在人人网发“励志

帖”，讲述十多年来自己的打工遭遇，

以及他将修自行车当事业所做出的努

力。“励志帖”甫一发出，好评如潮，受

到网友热捧。（12月7日《新京报》）

这是一个“悲催”盛行的时代，沉

重的生活压力，让人们不堪重负；比较

差异导致的心理落差，让“相对剥夺

感”大行其道。“悲催”早已从个体感触

发酵成为公众心态，“天之骄子”也难

以幸免。与冠冕堂皇的口号、苦口婆

心的说教相比，具体而微的细节、感同

身受的体会更能激起大学生的共鸣。

与那些遥不可及的“高大全”式的励志

样本相比，“修车匠”是那样的平易近

人、触手可及。因为稀缺和清新，“修

车匠”引发热议；因为平实，“修车匠”

广受追捧。

“修车匠”出身农家，初中毕业后

在工地上打过工，卖过桶装水，收过破

烂，失败接二连三，挫折鱼贯雁行，北

漂的巨大压力让他意志消沉，患上了

精神分裂症，甚至一度想“寻短见”。

痛定思痛，他选择了脚踏实地，在五六

平米的逼仄空间里，将修车进行到

底。不仅技术一流，而且服务周到；难

能可贵的是，他始终坚持着制造“骑不

坏的自行车”的人生梦想。

然而，一个又一个的励志样本，除

了刺激人们渐趋麻木的神经，除了滋

润人们日益干涸的心田，还留下了厚

重的社会思考。“悲催族”究竟“悲”什

么，“悲”又从何而来？与精神慰藉相

比，制度“补血”更加不可或缺。当务

之急，就是加强社会心理的疏导，弘扬

公平正义。唯有标本兼治，“悲催”这

一社会病才能药到病除。

清华修车匠：
励志样本背后的社会反思

杨朝清

“很多地方领导一换届，树也跟着

换届。无论哪种树种，一般长得慢，都

要等10年，很多领导等不住，看不到树

的效果后，很快又换掉它，这样不好。”

——在12月6日的迎接党代会集

中采访活动中，东莞市林业局局长胡

炽海指出一朝领导一朝树问题突出。

“走，现在我就带你去县公路管理

局，今天就把事情给解决了。”

——12月 6日是河南省法院“万

名法官回访万名当事人”活动第一天，

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冒雨前往驻马店遂

平县两名上访群众家中回访。听一上

访群众说为了两万多元欠款奔波一年

多后，张立勇很是气愤，他一把拉住该

群众的手说要立即解决。

“人都不在，都下班了”

——12月 5日，陕西省宝鸡市岐

山县住建局门前被挂上“行政无作为”

锦旗。从锦旗中午被挂上到傍晚一直

无人管，留守人员称人早下班了。据

称，岐山县5.33亩土地被规划开发，但

在实际开发中被占用土地11.6亩，对

于多占的土地，开发商没有支付补偿

款。

近日，网友在西北大

学现代学院内发现，这里

竖立着女娲和雅典娜的雕

塑，不过两尊雕塑的面部

却被换成了该校两位女校

董的脸。（《重庆商报》12

月7日）

大学在校园里为名人

包括本校名人塑像，可以

说是正常现象，比如北大

就有蔡元培的雕像。现代

学院曹主任说的，“既然是

艺术品肯定会有一些创

意”，也没有任何问题。只

是 ，创 意 是 有 高 下 之 分

的。一所学院将女神塑成学校董事的脸，

就是十分恶俗的创意。并且，这样的做法

还暴露出大学的“软骨病”。

事实上，即便女校董确实对学校贡献

很大，值得学校塑像去纪念，也不必将她们

塑成别的形象，乃至当神一样对待。现在

的做法实际上让大学显得十分掉价，大学

精神荡然无存。作为一所大学，最重要的

是独立、自由，如果谁位高权重或者对学校

出资巨大，就将其塑造成神，顶礼膜拜，只

能让人将学校看低。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的普

通高校也一样，很有媚权、媚商的“软骨”迹

象。比如不少学校争相聘官员为教授，有

学校为老板们专门办班，甚至有学校因为

几位明星前来，安排大量学生停课去帮“维

持秩序”。大学应当是培养健全人格的，这

样发展下去，我们还能办出什么样的大学，

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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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特权车给校车让道
才是王道

非常道
feichangdaoF 时事乱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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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一所幼儿园因被查出食堂冰箱内

存放一瓶过期调味酱，被卫生局罚款 4000

元。幼儿园遂以处罚畸重为由起诉区卫生

局撤销处罚。园方称，执法人员故意加重

处罚，是为胁迫园方满足执法人员违规入

托幼儿的目的。（12月7日《京华时报》）

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提出合

法伤害权的概念，所谓破门知县、灭门知

府。古代的事情，到现在也并未完全绝

迹。例如新闻中的罚款。《食品安全法》第

28 条第八项规定，依据该法的处罚原则，

一是要没收过期食品，二是可处 2000 元至

50000 元的罚款。2000 至 50000 元，这个区

间便是法律赋予食品监管人员的权力。权

力可为大善也可为大恶。若是食品监管人

员严格执法，对于学生食堂这样的重点监

管地带出现的问题给予双倍的处罚，于情

于理，也是说得通的。4000 元为过期食品

埋单，似乎算不上“重罚”，甚至是符合规

定的。

不过峰回路转，合法伤害权这一说法

是否成立这要看两点，其一是幼儿园违规

的事实，当然不能仅仅凭幼儿园说了算，

也不能仅凭监管人员的一面之词，要经过

详细的调查才能断定。正如园方所言“仅

仅一瓶价值 6 元钱、过期后并未使用的调

味酱没有及时清理，这种轻微违法行为何

以被放大到 40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的

确应该给幼儿园申辩的空间。现有的制度

也不否认这种复议的可行性。

二是执法人员曾于 6 月 15 日到幼儿

园，要求超范围收孩子入托，但因不符合

上级规定，幼儿园未同意，之后才有了

4000 元的罚款。若幼儿园方能够充分举

证，则合法伤害权之说便有了成立的可能

性。

园方和食品执法方孰是孰非，还需要

进一步调查取证。但 4000 元罚款的启示

也不能忽视：掌握权力的人一旦可以借合

法的名义来伤害别人，他们会充分地利用

这种权力为自己牟利，让国家机器按照他

们的意愿开动。权力不能不受控制，权力

一定要受监督，不能让掌权者人性恶的一

面不断放大，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牟

利。

“女神雕塑校董脸”暴露大学软骨病

12 月 6 日，甘肃颁布《甘肃省道路

交通安全条例》，规定从2012年起，校车

可借用公交车专用车道，机动车行驶中

遇校车应当让行。校车需领标牌，同时

应具有卫星定位功能。校车驾驶人应

具备相应准驾车型 3 年以上安全驾驶

经历。（12月7日《中国新闻网》）

校车可以享受“特权”，无可厚非，

说明政府对校车安全开始重视，但从规

定内容来看，校车真的就拥有“特权”

吗？其实更像是“被特权”。在特权车

畅通无阻的现实面前，校车所享有的

“特权”显然过于微弱。机动车给校车

让道还远远不够，当真正的特权车遇到

校车是否也能让道则考验着这个国家

的政治开明度。

“孩子的生命安全超过一切最有价

值的财富。”这句话在中国同样需要得

到重视，所以我们期待校车并希望“特

权校车”在路上行驶。但前提是要把甘

肃规定的校车所享有的特权和当前在

中国“横行霸道”的政务特权车所享有

的特权分开来，此“特权车”非彼“特权

车”，校车能否“凌驾”于“特权车”之上

才是最大的看点。

星 雨

据北京市教委公

布的数据，截至 2011

年秋季开学，北京市

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

女约 47.8 万人，达历

史新高。目前在公办学校就读的随迁子

女约 33.9 万人，占总数的 70%。其中，大

部分随迁子女面临高考难题。（12月7日

《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有关“异地高考”的呼声一

路飙升，无数异地务工人员为子女的高

考问题翘首以盼，有专家指出，“异地高

考”已成为在人口频繁流动的社会大背

景下必须破解的难题。“异地高考”之所

以难解决，关键在于考生的户籍问题，我

国现行的高考制度规定，考生须回户籍

所在地参加高考。现实的问题是，由于

目前高考实行分省命题制，每个地区的

考试题材有所不同，也就意味着高考对

流动人口子女存在很大的不公平，要实

现教育的均衡发展就必须打破地域的限

制，因此“异地高考”破冰势在必行。

教育部门显然意识到了这一弊端。

去年7月至10月，上万名家长5次联名上

书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建议出台措施，

允许在京读完三年高中的外地学生在京

报名参加高考。有关部门接收了《呼吁

书》，但一直未给予答复。今年“两会”期

间，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教育部正在

研究异地高考问题，因为涉及的人比较

多，所以问题比较复杂，教育部会逐步推

进异地高考。然而时至今日，让民众望

眼欲穿的“异地高考”终究只闻雷声不见

下雨，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受损害

的必将是广大流动人口家庭的利益，高

考制度的改革也无从体现。

要解决户籍问题，牵涉的不仅仅是

教育部门，还有民政、公安等相关部门，

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多部门联合

推进，其复杂性不言而喻。同时，实现

“异地高考”必须依赖地方政府的自觉行

为，一旦实现“异地高考”，外来考生将占

据户籍地考生就读好大学的名额，势必

受到户籍地居民的反对，地方政府出于

对当地居民利益的保护自然不可能主动

接纳外地考生。如此重重矛盾之下，显

然需要出台强有力的措施，形成自上而

下的执行力，才能真正实现“异地高考”。

客观地说，实现“异地高考”利大于

弊，也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大学生就

业无法解决的当前，将眼光紧盯着就读

大学显然并非明智之举，所以政府有必

要通过多渠道加强宣传教育，让民众正

确树立高考意识，这对于缓解户籍地居

民对外来人员子女的抵制大有裨益。同

时，对“异地高考”破冰不能仅靠等待，而

应在兼顾户籍地考生与外来考生利益的

前提下，主动出击，寻求突破点和平衡

点，让“异地高考”彻底从梦想转化为现

实。

“异地高考”破冰不能仅靠等待
林 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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