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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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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幼教作为公共福利加大投入

发生在江西贵溪的幼儿园校车侧翻事故， 葬送了
11

条稚嫩的生
命，另有

4

名孩子受伤，他们仅仅
4

岁到
6

岁。

没有什么比孩子的生命更值得珍惜，也没有什么比儿童的夭折更
让人痛心。 事隔一天便公布伤亡者名单、制定出赔偿标准，虽然迅速而
温情，但跟巨大的悲痛比，让人根本没有心情称道。

24

日当天起， 江西全省多个部门展开联合行动， 拉网式排查校车安
全，取缔非法办园，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这是所有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
的惯常举措，完全可以预见，这种运动式管理只会取得短期效果，却无法从
根本上杜绝幼儿园校车安全隐患。三年来，全国发生多起幼儿园校车事故，

哪个地方没有痛定思痛，哪个地方又没有表达重视的决心？

所有幼儿园校车安全事故，共性是车辆严重超载，或者车辆不达
标、驾驶员缺乏资质。表面看，是属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问题，实质则是
大量幼儿园配套资源匮乏的问题，特别是在乡村和偏远地区。 为什么
众多幼儿园没有配备合格校车，为什么幼儿园不严格按核载人数接送
孩子？ 校车问题背后，还有大量民办和无资质幼儿园师资、卫生、教学
条件等不达标的现实。

因为城镇化水平加速、社会劳动分工、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转变、

薪酬体制等原因，中国普通家庭很难留出专人在家抚育儿童，学龄前儿
童的养护责任从家庭逐渐向社会转移，而集中式看护无疑是目前最经
济的方式，孩子上幼儿园已成刚性需求。

没有谁不想孩子上更好的幼儿园，但现实是公办幼儿园严重不足，

甚至一度萎缩，幼儿教育市场化。 根据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的统计，全国
公办幼儿园仅为三成。并且公办幼儿园基本集中在城市，县级城市以下
的乡镇，或者很少公办幼儿园的踪影。民办幼儿园如果要达到公办园的
标准，意味着投入巨大，意味着学费将一路飙高，这是普通工薪家庭和
农村家庭无法承受的负担， 这也是大量民办和无资质幼儿园条件恶劣
但仍然门庭若市的原因。

取缔非法办园，强行要求民办幼儿园自行投入达标，可能出现的情
况就是大量学龄前儿童无园可上， 或者上不起园。 因此这种休克式疗
法、剜肉补疮式的管理，短期或有效果，但绝非长策。既要确保幼儿园安
全和质量，又要满足有园上、上得起的社会需求，才是根本方向。

每一个孩子都是全社会的，国家对他们负有基本责任，单纯依靠市场，

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急需明确的，就是幼儿园的公益属性，幼儿不属于
国民教育体系，无法纳入义务教育范畴，但应当考虑将幼儿园建设作为国
家基本公共福利，由公共财政负责主要投入，彻底颠倒市场为主政府为辅
的现况，政府满足基本需求，市场满足高端和特殊需求，而不是相反。“钱从
哪里来”或许会成为老生常谈的借口，但想想公款消费的奢靡、政府楼堂会
馆的豪华，我们怎么忍心说拿不出钱来保障孩子的生命。

让孩子生活得安全、幸福，是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最基本道德和责任，一
切物质的、服务的、管理的资源，首先要保障孩子，这是硬道理。

(

李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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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最近，记者在河北承德、

廊坊等多个地市进行近一个月的暗
访时发现，在这些地方，活跃着不少
“中间人”帮车主办理收钱销车辆扣
分记录的业务，方式大同小异，只是
交纳的钱数有高有低。 种种迹象表
明，最后都把矛头指向了交警内部。

（

12

月
24

日央视）

一走近这些地方的车管所，总
有“一切车的业务都能办”的代办人
围上来，销分只是“小儿科”。这可不
是吹牛，只要车主爽快交钱，他们发
发短信，就可以立马搞定。说什么处
理违章扣分必须本人持驾驶证到场
签字，那是针对不找“中间人”的笨

伯的。

显然， 不是这些代办人自身有多
大能耐， 而是背后有一帮专门司职交
通违章处理的执法人员在一手经营，

把处理违章扣分发展成一门生意，代
办人只是拉人头而已， 所以在收益分
配上只能拿小头。 从交警内部管理规
定严格说来， 违章所扣的分单个交警
是不能销掉的， 那实在是低估执法人
员的能量、智慧以及合作精神，他们有
动力团结起来向“钱”看。

从明年
1

月
1

日起， 驾驶人闯
红灯将记

6

分，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将记

12

分。 交规是更加严格了，据
说销分行情也看涨了， 花钱销分可
不是个别地方的产业。 对某些人来
说， 越严越有商机， 而对某些人来
说， 你严去吧， 不就是多花几个钱
嘛！ 这如何是好？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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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绽在哪里”

———江西两绑匪撕票后仍敲诈
30

万元，落网后先问警察怎样破的案。

出处：《新法制报》

“孩子你来养，我每月出
1000

抚养费”“你养，我出
1500

”“那我出
2000

”

———浙江小夫妻因儿子患脑瘫
闹离婚，法庭上竞价推责。

出处：《钱江晚报》

“赵本山靠演小品赚钱，我也在
演，只不过我是比较低级的演员”

———福建男子辞掉月薪
7500

元的工作专职行乞，称也是演戏，赚
得更多。

出处：《厦门晚报》

“恐龙为何灭绝？因为公母之间
发生了纯洁友谊”

———教育部要求引导学生区分
友谊和爱情遭网友调侃。

出处：《羊城晚报》

“可以等她出来”

———浙江
78

岁大爷网恋
37

岁女子， 被骗
40

万元后仍称愿等
其出狱。

出处：《钱江晚报》

“不是出卖肉体，而是拍戏的噱
头”

———香港明星叶玉卿谈拍三级
片。

出处：中国新闻网
“原本不吸毒的。‘行政院’你害

惨所有人了”

———台湾当局反毒广告模仿走
红网络的《淡定红茶》，被批“不像反
毒，反像叫人减肥”。

出处：中国新闻网
“无证据证明犯罪事实的发生”

———兰州
5

岁女童疑遭
15

岁男
孩儿强奸，警方称证据不足不立案。

出处：《兰州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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