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学法
不是普遍选择
因为乡政府借款

1

万元
22

年不还
,

河北省孟村小伙吴之胜
大学毕业后自学法律替父打官
司
,

他的精神和举动
,

感动了许许
多多的读者和网友。 经过两年多
的艰难等待

,

近日
,

吴之胜一家终
于拿到了近

10

万元的执行款
(11

月
2

日《燕赵都市报》

)

。

通过法律去维权
,

这是维权
的“最优选择”。现实生活之中

,

多
少人选择维权时

,

法律途径是行
不通的

,

不为别的
,

只为他们自己
不懂具体法律

,

却又没钱请律师
,

于是只能通过各式各样的“创新
秀” 来吸引舆论关注

,

继而达到
“维权”的目的

,

这种“曲线维权途
径”

,

如今正在广泛使用。 正是在
这样的背景下

,

有人选择“自学法
律维权”

,

便显得弥足珍贵
,

让人
看到了知法懂法的力量

,

而法律
维权本身

,

也是营造法治社会的
必须之举。

而如今最大的问题是
,

不是
每个人都能自学法律去维权的。

有些人
,

如农民工
,

他们自身的文
化素质

,

很难让他们看懂各种“法
律书”

,

那自学法律去维权
,

无异
于天方夜谭。

这般氛围之下
,

便显得“自学
法律维权” 只是一种“偶然因
素”。 “自学法律维权”的案例

,

虽然抵达了公平与正义
,

却也是
“难以复制”的公平与正义

,

当“自
学法律维权”的适用范围是如此
窄时

,

这就只能算是个人的喜事
,

却是制度的“悲剧”。

换而言之
,

一种最为公平公
正的维权方式

,

理应普罗大众
,

而
非“个体胜利”。 从这个角度来审
视
,

对“自学法律维权”

,

的确不值
得欢欣鼓舞

,

而应成为制度之问。

何时
,

来自法律制度本身的维权
成功

,

能从劳动者的梦想照进现
实？而不是像如今这般

,

一旦弱势
者没有一个“好儿子”

,

就只能拿
“自虐”的方式来维权

,

如各种跳
楼秀、跳桥秀

,

再如自焚等。 难以
复制的“自学法律维权”

,

注定又
会成为公众对“制度维权不力”

进行宣泄的又一豁口。

（龙敏飞
/

文商海春
/

画）

治理学业负担
切忌头疼医头

今年
6

岁的安安是昆明市一
所知名小学的一年级新生， 可刚
入学两个月， 便被沉重不堪的家
庭作业给弄得哭起了鼻子。 爸爸
董先生在微博上吐槽：“孩子才一
年级，做作业就要两个小时，今天
更是达

4

个小时。 你是要孩子拿
诺贝尔写字奖吗……反思吧，中
国教育制度。 ”董先生的一席话引
起了网友的共鸣。

网友们把这称为“中国式作
业”， 并呼吁改进这种“作业方
式”。 事实上，从

20

世纪
80

年代
末到现在，我国相继提出了“素质
教育”和“减负”的概念。 可时隔
10

多年之后，收效甚微。 我国学
生的学业负担为何难以减轻？ 根
源在于两方面，一是虽然《义务教
育法》 已明确将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作为政府部门的重要职责，但
义务教育依然存在严重的不均
衡，“幼升小”、“小升初”择校热高
烧不断， 幼儿园为让孩子进名牌
小学，严重“小学化”；小学为了把
学生送进重点初中， 加大学习力
度。 家长们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掏
腰包送孩子上各种培训班， 看着
孩子哈欠连天地奔忙于各种培训
班之间。 二是单一的升学评价体
系。 我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启动高考改革， 可是改革均没有
触及将高考学科成绩作为重要甚
至唯一录取依据的实质，因此，中
小学的教学完全围绕高考科目展
开，甚至已演变为“从幼儿园开始
准备高考”。

早在
2002

年，我国高等教育
就已经进入大众化时代，到

2011

年， 我国每年的高考升学率达到
75%

，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
过

26%

，可是，高考的焦虑却越来
越严重。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国高
等教育的等级化趋势加剧， 把学
校分为三六九等，在不少地区，没
有考进一本院校就不算上大学。

所以，治理“中国式作业”，切
忌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需要切实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 改革升学评
价体系， 以及打破高等教育的行
政化、等级化，实现各类高等教育
的平等发展， 给学生创造多元的
成才、发展空间。而不是单纯下发
无效的文件。 （熊丙奇）

这个“清白期”设得好

担心信用卡或贷款逾期负面记录会
伴随自己终身的市民， 可以把心放一放
了。

3

日有媒体证实，央行新版个人征信
报告已经上线，

2009

年
10

月以前的信用
卡、贷款逾期均不再展示，且此后逾期记
录留存的时间为

5

年， 这相当于市民的
逾期负面记录不再伴随终身，若能持续

5

年按时足额还款，可还回信用清白。

人无信不立，国无法不安。虽然中国
诚信文化传统数千年， 但不讲信用者一
直有之。 尤其现代社会，公信、诚信都有
不同程度缺失， 可有些不诚不信者依然
逍遥。因此银行对信用卡、贷款逾期者采
取“黑名单”措施，记录其不良行为，是必
要的。只是银行本身制度上的缺陷，如原

将个人信用污点伴随终身， 就不免霸王
条款之嫌。即便被判徒刑的罪犯，也有刑
满归正之日， 怎能让不良信用者终身背
上黑锅？ 如今“

5

年还清白”，让不良记录
者改过自新，无疑银行也在“改过自新”。

毕竟，敢骗银行钱的是极少数人，在
所有逾期记录人当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
是由于“一不留意而失足”，比如对房贷
还款或者信用卡还款业务不甚了解；而
且近几年来各家银行鼓励储户办信用卡
热情不减，办卡门槛很低，一人多卡者日
众， 可刷卡消费的点也很多， 若顾此失
彼，恐怕自己都弄不清哪张卡逾期了，哪
张卡沉睡着。在这种过失的情况下，一旦
被列入“黑名单”，逾期记录一直伴随个

人征信，那就冤大了。 对此，银行能不能
区别对待呢？ 至少可以建立有效的催促
机制，提醒持卡人及时纠偏，不至于让一
些粗心或健忘的储户“被污点”，也不至
于有人“破罐子破摔”。

建立“个人征信报告”制度，不良信
用记录有保存期，是一种国际惯例。如今
我们改为“

5

年期”，对情节较轻尤其对
过失者来说， 不失为一种人性化操
作。 不过也有一些网友持不同观点，

认为这降低了恶意逾期和透支的风
险与成本。 有人称，这是“鼓励坏人五年
骗一次， 如果办十张卡的话一年就能骗
两次了”。 如果这不是一种揣测，是真实
存在的话，那我想该有制约的办法吧？银

行没这么好骗， 否则真有降信用底线之
忧，且置《刑法》对恶意透支等金融犯罪
于摆设了。 不过“拆东墙补西墙”、“八个
油瓶七个盖”现象早有存在，有人就钻透
支空子，乙卡透来还甲卡，丙卡透来还乙
卡， 以此循环， 视银行为个人的大口袋
了。

总的说，“

5

年还清白”新规，利大于
弊。 当然，银行在规范信用体系，完善信
用制度，保障信用安全等方面，还有很多
正事要做。至少，银行应保障大多数居民
储户的利益，设法降低他们的信用风险，

对恶意欠款、透支行为作出严格界定，避
免金融知识缺乏、 用卡生疏的老百姓沾
上“污点”。 （王国荣）

村庄消失，

城市能繁荣吗？

《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中国文联副主席、国
务院参事冯骥才近日透露， 相关部门最新的统
计数字显示，我国的自然村十年间由

３６０

万个，

锐减到只剩
２７０

万个。这意味着，每一天中国都
有

８０

个到
１００

个村庄消失。

“每天消失百个村庄”的消息引起各界讨论
和反思。有人感慨，“农村都变城市了，地都没有
了，以后大家都吃什么，农用土地越来越少，没
人种地了。”也有人惋惜，“农村的那个家再也回
不去了。 ” 更有人呼吁，“保护农耕文化、 留住
根”。

有数据显示，

２０１１

年， 中国城市化率首次
突破

５０％

， 这意味着中国的城市人口超过了农
村人口， 必将引起未来深刻的社会变革。 有人
说，中国用

３０

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
２００

年的城
市化历程。 “中国速度的城市化”正在引起人们
的担忧。

目前，一些城市的迅猛扩张是建立在大
量吞噬农村土地的基础之上的。 一些地
方政府依赖于土地财政，将农民的土地以
很低的价格收购为建设用地， 以高楼林立的
土地城市化繁荣景象，来掩盖未能完成的人
口城市化。

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村青壮年涌入城市，他
们因大城市户籍制度的高门槛无法真正融入城
市，也找不到农村家园的精神皈依。 另一方面，

学有所成的有志青年也面临着农村机会少、条
件差、受社会歧视等因素影响，而无法回流反哺
农村。

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 出现农村“被掏
空”现象并不奇怪。但城市化显然不是要让农村
消失，而城市和农村之间，也不是此消彼长的关
系。城市化本应是一个自然、自由且漫长演进的
过程，而城市化的进程应当带动农村的繁荣，而
不是农村的凋敝。

城市化的发展一定要以“城进农退”为代价
吗？笔者认为，统筹城乡发展比一味的加快城市
化进程更重要。因地制宜地改善农村生活条件、

在农村落实基础设施建设、 将资源向广袤的农
村集聚、提高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也是实现人
口城市化的必然途径。

当农村的生活质量、生活环境、生活水平向
城市“看齐”的时候，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才回流
农村，反哺农村。未来城市化的目标应当是以人
口的城市化为重点， 而不是一味推动土地的城
市化。 （符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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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江南
Style

》风靡全球，引发地球人的模仿热潮。 日前，河南鹤壁一王姓小伙，

驾车携女友到郑州游玩，两人一边在高速路上行驶，一边开心地观看着《江南
Style

》。

为让女友高兴，王某吹嘘自己也会跳，于是停下车跳起骑马舞。 没想到乐极生悲，不小
心崴了脚，没法继续开车。 其女友又不会开车，两人只得报警求助。 （据中新网）

“烽火戏诸侯”，那是周幽王为博宠妃褒姒一笑而干的荒唐事。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说的则是唐明皇为了杨贵妃，令人千里迢迢从岭南往长安接力运荔
枝。 看来，男人为博女人喜欢，总会做点傻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为博心上人一笑，逗乐或犯点小傻都不为过，关键需看场合。高速路上，车来车往，

本就险象环生，却要大跳骑马舞，扭伤脚算是“因祸得福”了，倘若出个交通事故，祸就
闯大了。 高速路上跳舞—————太颠！ （文

/

言者图
/

春鸣）

悲

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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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