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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王学进

时事聚焦

中国青年报：
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中国的失败

黄金一代新闻发言人，受到来
自官方和民间的双重夹击，媒体和
民众对新闻发言人有太高的期待，
期待他们能给出一个答案，能充分
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而官方对他
们的授权又相当有限。想回避体
制改革和新闻改革，而让新闻发言
制度单兵突进，是不可能的。

永远捍卫抗战历史的尊严
■曹鹏程

我来讲两吨 新华社记者最近在采访中遇到一件怪事：某
地刚刚部署了一项深化改革工作，没过几天便有

人拿来典型经验材料，希望在宣传推广中“拔得头筹”。坐了火箭的“典型
经验”，到底含金量几何？细究之下，不难发现一些地方、部门热衷推经验、
造典型，“虚胖”“注水”典型屡屡出现。当前反四风正深入推进，矛头更要
指向这些用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用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典型经验

“注水病”。 ■新华社 王栋梁

不授予未成年人“见义勇为”称号应成通例

回头，再看一眼灯塔
■白阳

多少混账政策假借“加分”之名
■邓海建

每到毕业季，英国伦敦著名的
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就会摇身一
变，成为“老邻居”帝国理工学院的
毕业典礼堂。当震彻心扉的管风琴
乐为迎接华丽的银色权杖进入礼堂
而奏响时，所有人肃然起敬，认真体
会象征“知识”的权杖的分量。

在英国大学里，毕业典礼多是
学校中最庄严隆重的仪式，很多仪
式传统延续超过百年。最古老的
要算牛津大学的毕业典礼，形式几
乎完全延续自12世纪，而且仍在使
用大部分学生都听不懂的拉丁语。

美国的大学虽然历史没那么
悠久，但同样重视毕业典礼。南佛
罗里达大学今年开出一项禁令：为
了表示神圣、尊重，不准学生们在
校长颁发学位证书时用手机自
拍。如果有学生“胆敢”违背，学位
证书就要被收回。此外，也不许在
领证时做出夸张的踏步，或表演动
作抢风头。

除了严肃的仪式，毕业典礼上
的演讲环节则重视“含金量”，美国
高校在这方面走在了欧洲的前
面。美国知名记者和新闻主播查
尔斯·吉布森是毕业典礼演讲“专
业户”，今年的劳伦斯大学已经是
美国第三所向他颁发荣誉学位并
邀请其演讲的大学；加州大学欧文
分校的毕业生更是全体向白宫寄
了 1 万多张明信片，把总统奥巴马

“请”来做了一场演讲；罗格斯大学
今年欲砸 3.5 万美元重金，邀请前
国务卿赖斯发表演讲。

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差距，对那
些还没有签下雇主的毕业生来说，
气势恢宏的毕业典礼有点像是一
种讽刺。飞速上涨的学费，持续走
低的就业率，英国媒体称调查显
示，只有 40%的学生认为英格兰地
区的大学“物有所值”。

另有一批西方学者也在分析
高等教育危机，角度却截然相反。
美国文学理论家斯坦利·费希指
出，有利于提高就业竞争力的课程
蒸蒸日上，而纯粹的学习课程日渐
衰落，这是一个危险趋势。他批评
以就业率决定投资的观点——“对
学习价值只字不提，生活质量更是
无迹可寻，至于文明，放眼望去，只
见得它自斟自饮的落寞身影。”

价值是多元的，就像生活百
味。怎样品尝至关重要。1907年，
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布莱斯在美
国芝加哥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说，大
学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助人取得一
份工作，或是成为某个领域的专
家，而在于他们是否在离开大学后
还能够乐享生活。许多年之后，比
尔·盖茨在斯坦福大学提到的“乐
观”，史蒂文·乔布斯毕业典礼上强
调“聆听内心的声音”，《哈利·波
特》作者罗琳在哈佛大学所说“不
要害怕失败”，都是对“乐享生活”
的进一步阐述。

竺可桢曾说，大学犹如海上之
灯塔，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
流。是的，走向社会的我们，被冷
酷、无趣的海浪裹挟，但还是应该
时时回头看看灯塔，想想毕业那天
的心境。也许，演讲者坚守理想和
不忘初心的主题，才是大学最重要
的价值，这让毕业典礼成为人生珍
贵的一课。 （来源：人民日报）

对中华民族来说，7 月 7 日是一
个重要的日子。77 年前的这一天，
日本帝国主义把在东北挑起的局部
战争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现代中
国开始了一段可歌可泣的全民抗战
历程。时至今日，各地仍然拉响警
报，就是为了提醒我们铭记历史、捍
卫和平。

然而，那场战争的侵略者，却总
妄图逃避、掩盖、歪曲历史。

“1937年7月7日，在北京郊外的
卢沟桥，有人向正在演习的日军开
枪，随即日军和中国军队开战”——
这是日本扶桑社版的中学历史教科
书对“七七事变”的描述。

侵华战争历史在他们那里被故
意混淆和歪曲：伪满洲国成了“五族
协和”的“王道乐土”，日军对平民的
暴行成了打击抗日运动的“误伤”，而
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被无耻地加
上注脚：“东京审判认定了日军1937

年占领南京市杀害了不少中国平民，
这就是南京事件。但是这个事件的
资料实际上疑点很多。”

日本右翼学者和文人之所以敢
公然为军国主义招魂，就在于颠倒黑
白、否认侵略在日本一直是一股成体
系的势力。上至一国代表的首相，下
至地方议会的议员，总有日本政治家
参与甚至主导掩盖罪恶暴行、篡改战
争性质的倒行逆施。慰安妇自愿论、
大屠杀质疑论、侵略偶然论、战争正
义论、日军文明论，种种丑恶言行时
不时地出现。

日本自身形象因此陷入“越不
愿意反省历史，罪行越被人记住”的
怪圈。

然而，今天的日本右翼非但没有
任何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对于越来
越丰富和真实的战争史料，他们像鸵
鸟一样把头扎进沙堆，对于其他国家
的批评和抗议，他们却学疯狗反咬一
口。同时，他们选择参政选举、著书
立说、教育渗透、发展实业，继续毒化
日本国内民意，拉着全日本一步步走
向世界对立面，重现战争阴云。

现在的日本人绝大多数出生于
二战后，他们觉得和平是与生俱来
的，对日军在中国的罪行知之甚少，
少有人希望去了解，少有政治力量愿
意去承担。这就是安倍在踏上德国
之时，竟敢声称不会如德国那样向邻
国道歉的土壤。换在德国，这样的言
论足以让执政党倒台，就算换在二战
后十几年内的日本，巨大的内外压力
也足以让首相辞职。有西方学者曾
一针见血地指出，参与过二战的国
家，都对日本右翼美化侵略的做法心
知肚明，但日本有永不参战的宪法条
款，西方总认为这是走和平道路的最
大保障。

可是就在前几天，安倍亲手断送
了这个和平保障。

常有日本人问，日本究竟要道
歉多少次，才能取得原谅？我们也
想反问，究竟要经过多少次揭露，日
本才能阻止本国右翼势力否认侵略
历史、掩盖罪恶的言行？日本学者
高桥哲哉说过，保持耻辱的记忆，为
它羞愧，不要忘记那场战争是侵略
战争，要一直作为今天的课题。日本

一定要想清楚，历史就是历史，谁也
没有办法改变，只有选择真诚地面
对，然后努力去改变现在，否则不可
能有未来。

中国决不会容忍抗战历史尊严
受到践踏，国际社会也不会。中韩两
国刚刚决定，将对强征慰安妇等日本
战争罪行开展共同研究。习近平主
席访韩时提议与韩方共同纪念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抗日
战争胜利和朝鲜半岛光复70周年，得
到朴槿惠总统的积极反应。有相似
遭遇的国家联合是自然的选择，这样
的合作只会越来越多。

通往未来之路，总是深深地扎根
于以史为鉴的努力之中。中国人民
战胜了侵略者，并为了重塑亚洲团结
放弃了战争赔款，但从来没有让渡维
护历史正义的权力。在日本右翼势
力不断否认侵略和篡改历史的今天，
捍卫民族记忆和历史传承，变得更为
重要。这是我们这代人不可推卸的
责任，也是我们维护历史尊严、让民
族精神臻于更高境界的使命。

（来源：人民日报）

这几天，各省的高考志愿填报
陆续进入尾声，不过福建闽侯县上
街镇很多农村考生和家长却非常焦
虑。因为，这些考生今年享受不到
降20分录取的政策了，而在过去12
年，因为这项优惠政策，许多考生上
了大学。

用“只做不说”的高考加分来顺
畅地推进当地大学城征地，这样的土
政策竟能一做就是 12 年，这算是拍
案惊奇吗？现如今骑虎难下——取
消则导致民怨沸反盈天，不取消则违
法昭然，可当年，这究竟是谁的主意，
谁又在坐视不管，当地教育主管部门
何以在敏感的加分问题上，如此睁只
眼闭只眼呢？

拿土地来换高考加分，有了这个
筹码，征地问题就平缓多了：农家的
孩子，哪个不把读大学视为天大的
事，20分的降分录取政策，又能把全
省多少考生轻飘飘甩在身后？按照
这个逻辑，但凡难事怪事不平事，都
可以祭出高考加分或降分录取的奇
招来缓冲。如此一来，行政之手就轻
松多了，征地成本也就被轻松稀释
了，可谓省钱省力又省心。

从 2002 年起，每年高考报名结
束，闽侯县教育局便会以政府名义打
报告，请求继续执行加分办法。据说
流程是这样的：“报告让领导签一下，
请某厅长、请高招办某某继续执行，
简单签一下，用复印件传给我们（地
方教育局），我们拿到复印件就可以
去做，这也等于是口头答应我们去

做，没有正式的文件批下来。”一言以
蔽之，谁都知道这样的操作是违法违
规的，也知道没法拿出正式文件来

“遵照执行”，但基于某种潜规则，每
年都有人打报告，继而签名背书。

不久前，辽宁本溪高级中学1000
多名高考生中有87名体优生获高考
加分资格一事引发举国关注，6月30
日晚，教育部在官方网站发布通报，
强调严厉打击高考加分资格造假。

无独有偶，7月2日《东方早报》
报道称，前些天，河南汝州市发布公
告称，凡属 2014 年被评为汝州市星
级文明村的毕业生，在这次事业单位
和教师招聘中，笔试总分加1分。汝
州市人社局一名工作人员表示，虽然
这一政策有失公平，但它是由市委和
市政府领导决定的。

高考或者公考，关乎社会阶层的
公平有序流动，是社会公平的底线之
策。一切在底线上开口子的行为，看
似便利了政策推进，比如征地、比如
文明村评比，但这种慷公平正义之慨
的拍脑袋决策，不过是饮鸩止渴而
已：一方面，它伤害了制度设计的程
序正义，不过是政策上的“拆东墙补
西墙”；另一方面，它让人生竞技的裸
分PK变成各种“附加技”的操演，加
分越多，公平缺口越大，权力长袖善
舞的空间越是广阔。

公考或者高考，地方有什么资格
随意加分？各种狮子大开口的加分
或降分录取政策，除了清理，恐怕更
该雷霆问责了。（来源：中国青年报）

4月22日下午，四川达州市大竹
县周家镇8岁女孩李微微为救落水小
同伴，不幸溺水身亡。事件发生后，
当地政府曾打算为其申报“见义勇
为”称号，却未获批准。（《北京青年
报》7月2日）

此事其实没什么好争论的，当地
政府做得没错。四川省见义勇为基
金会在回复中，就已经把理由说得清
清楚楚：一是在《四川省保护和奖励
见义勇为条例》中，对未成年人实施
此种行为没有明确规定；二是李微微
属于未成年人，不具备完全行为能
力，在没有自保能力或不明确危险的
情况下实施救人，不具备见义勇为的

相关要件。
李微微救人事实构不构成见义

勇为，值得探究。一个8岁小女孩，认
知能力还非常弱，对何谓“义”、何谓

“勇为”并没有具体而清晰的概念，其
伸手救援落水同伴，更多地是出于一
种应激本能。彼时彼刻，她不可能闪
过这样的念头：就算我不会游泳，我
也一定要向小英雄赖宁学习，拼死相
救落水同伴。

犹记得2010年6月26日，曾报道
过这样一则新闻：湖南汨罗12岁女孩
周婷为挽救落水同伴不幸溺水身
亡。事后，其父发现她在日记中写
道：“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享受而在于

奉献。”正是在这种大公无私的生命
观的支配下，周婷为救落水同伴牺牲
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她的行为确
实可称得上见义勇为。因此，其事迹
很快被汨罗市、岳阳市认定，先后追
认其为“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小周婷自知不会游泳，眼见同伴
落水，想起曾经接受的英雄主义和奉
献精神的教育，就奋不顾身跳进水里
救同伴，结果非但没救起同伴，反而
不幸身亡。其壮举固然令人感佩，但
对一个未成年人而言，这种作为是否
就应该提倡？实际上，无论是家长还
是教师，都应该对孩子进行全面的生
命教育，而非片面地强调牺牲自我，

奉献他人。
7月2日《新快报》也报道了一则

类似消息，6月27日，5名小孩在广州
白云区钟落潭镇的流溪河段游泳时
遭遇险情，不会游泳的阿浩在施救
同伴过程中溺水身亡，其家人提出
了见义勇为申请，当地警方正在对
阿浩是否符合见义勇为的条件做进
一步调查。

我认为，调查可以，但不必授予
阿浩见义勇为称号。当地可以参照
大竹方面的办法，不授予小英雄称
号，但对于其家庭的具体困难和问
题，由相关部门按照政策规定予以切
实帮助。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