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镇化莫唱“空城计”

不久前结束的全国两会上， 城镇化再
度成为热议的话题。 代表委员们纷纷就如
何推进城镇化及相关改革建言献策， 其中
城镇化和产业发展的关系被多次提及。 笔
者认为，在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中，这的确是
一个需要引起更多重视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多年，既是我国经
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也是城镇化水平不断
提高的时期。 但在这迅速推进的城镇化进
程中，却出现了一些令人颇为费解的现象。

一些地方， 不是根据地方经济及产业发展
情况来推进城镇化，而是盲目造房子、盲目
建大城，幻想着房子造好了，城镇规模扩大
了，人口自然就迁移过来了，城镇化自然也
就实现了。 这样片面追求规模扩张的城镇
化，其中既没包含人的城镇化的应有内涵，

也没有考虑到合适的产业支撑， 显然无法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产业兴旺对于城镇化进程究竟有多重
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首先要看看产业发

展对于人有多大意义。 毕竟新型城镇化的
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逐水草丰美而居”，曾是远古的游牧
民族迁徙的目的， 也就是为了自己的生活
能过得更好。同样，对于如今渴望进城的农
民而言， 他们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全家生活
得更好。试想一下，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农民
进城后， 面对的是个仅有许多高楼却无任
何产业的“空城”，在这样的城市里，他连个
安身立命的工作都找不到，全家衣食无着，

这城进得还有啥意义？ 这样的“空城”还有
啥吸引力？

所以说，人为造城不可取。城镇化建设
要以产业发展为支撑， 要实现产业发展与
城镇建设相融合， 这才是城镇化建设的根
本。 一方面，有了产业，才能创造出就业机
会。有了充分的就业机会，进城农民才能乐
业。乐业之后才有了实现安居的可能。另一
方面，只有产业兴旺了，才能更好地解决城
镇化中人的问题。 因为城镇化不仅仅要解

决农民身份转换的问题， 还要让农民进城
后， 在城市里享受到较为优质的教育、医
疗、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说到底这
些都要依赖于产业发展的支撑。

城镇化被认为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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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经济
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它既是一个大战略，

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实现城镇化建设与产
业发展相融合， 一方面要在顶层设计时就
融入产业配套的理念， 让合理的产业布局
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支撑。 一味地将附加值
高的产业配置给大城市， 却忽略中小城市
的做法显然并不可取。另一方面，要合理引
导产业转移。 这种转移不应仅局限于区域
之间，也应包括大中小城市之间。中小城市
通过接纳产业转移及转型升级， 培育出自
身的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 为加强基础设
施、改善人居环境提供坚实基础，进而提升
城市的吸引力和吸纳能力， 这恐怕才是城
镇化进程该有的轨迹。

（朱隽）

个性让位共性体现师德内涵
目前各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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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年轻女教师越来越多，

“丝袜大军”是校园内一道风景线。近日，武汉汉阳
楚才中学出台“师规”：要求女教师在校内不能穿
着暴露，不穿性感的黑丝袜，不喷浓烈的香水。

（

3

月
23

日《武汉晨报》）

教育是一项特殊的事业， 不仅要承担知识延
递，更要承担起公德的传承。教师是一项光荣的职
业，不仅要用有声的教学授业解惑，更要用无声的
行为当好示范。选择教师这个职业，就意味着承担
更多的社会责任，意味着更为谨慎与专注。

虽然，社会在进步，观念在改变，教育的条件
可以更好，教师的穿着、出行可以更时尚，表达也
可以体现个性，但是教育事业的定位不能改变，教
育工作者的职责不能改变， 老师在公众中的良好
形象更不能改变。

尤其是，面对正在成长之中，道德观念、审美
观念、是非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青少年，教师的言
行礼仪，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内容丰富，含义各异，

很可能产生示范效应，从而影响他们的审美取向，

因为老师在他们心目中是神圣的榜样， 是成长的
坐标。 譬如女教师着装暴露、性感，的确会给女孩
子不好的效仿“榜样”，也会让男孩子心猿意马，无
心听讲。

近年来，社会观念多元化的思潮，给教师从业
的言行方式造成了不小的冲击， 使得传统的职业
规范过于粗略的问题显现出来。 比如，《中小学教
师职业道德规范》第五条的“为人师表”中只规定：

衣着得体、语言规范、举止文明。 同时不同思想观
念的存在，对诸多的礼仪与细节留有很多争议，社
会进步之下， 抽象粗线条的教师职业规范便显现
缺乏细致设计的尴尬。

应该说教师作为个体，追求个性是一种权利，

但是之于教育的特殊性， 个性让位共性是师德的
基本伦理，也是师德的本质内涵。 时代的进步，观
念的更新， 需要更加细致的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
细节设计，很多的东西可以充分争议，并在广泛听
取教师、家长、甚至是孩子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统
一的全行业的强制性行为规范， 成为全体教师必
须共同遵守的准则。 只有约束，才能规范，唯其规
范，才能世范。

(

木须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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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子合脚论”通俗又深刻

3

月
23

日，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习近平
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
说，“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着才知道。 一
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
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鞋子合脚论” 是一个浅显又通俗的
道理， 用来说明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又
显得十分深刻。 习近平主席引用“鞋子合
脚论”是有复杂而重要的历史背景和现实
意义的。

首先，个别国家认为自己的“鞋子”适
合所有的国家， 并且鼓动别的国家都要
“穿”。

冷战结束后，美国将“民主”作为其外
交战略的一个支柱，将“自由市场”理论看
作解决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要把“美国
模式”推广到全世界，并为此设立专门基
金， 组建有关政府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到
世界各地去兜售。 同“美国模式”不一样的
国家可能会受到指责甚至制裁。 美国还迫

使一些发展中国家“削足适履”，甚至对一
些国家大打出手。

其次，强行穿上甚至被强迫穿上“不
合脚的鞋” 很可能会把脚弄疼， 把路走
偏。

过去
20

多年，一些国家盲目地或者在
西方压力下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和金融
模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动荡、经济
濒临崩溃的原因之一。 苏联解体前后，一
些俄罗斯政治势力一度认为只要俄罗斯
实行了“民主”，同西方就是“一家人”了。

但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东扩挤压俄罗斯
的战略空间，在俄罗斯后来开始调整内外
政策、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时，美国等西方
国家又诋毁俄罗斯政府，甚至在去年俄罗
斯总统大选前后搞出各种小动作来干涉
俄罗斯内政。 事实上，美国等西方国家把
自己的“鞋”兜售给别国，为的是自己的战
略利益，“穿西方鞋”的国家如果选出的政
权和领导人不合西方的胃口，会被指责为

“鞋穿走样了”。

最后， 要坚持“穿适合自己的鞋”，走
“适合自己的路”。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不
能由外界定夺和强加。

3

月
23

日发表的中
俄联合声明指出， 双方支持对方自主选择
发展道路和社会政治制度的权利， 并且呼
吁世界各国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
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国家发展道路多样
化， 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
度的权利。这是两国经过各自的探索，在总
结各自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达成的重要共
识。

当今国际政治的现实是， 越来越多的
国家希望走自己的路， 同时仍然有一些国
家和政治势力“身体已经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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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而
脑袋还停留在过去”，停留在冷战思维的框
架里。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前进的道路并不
平坦，中国要穿着“合脚的鞋子”去追逐“中
国梦”，还要跨过不少的坎儿。 （贾秀东）

“火箭提拔”

要经得起质疑
近日， 湖南湘潭县副县长徐

韬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 这位
1985

年出生的副县长，工作
5

年
历经

9

个岗位， 一年半之内就完
成了从正科级到副处级的晋升，

其间还在大学攻读全日制研究
生。

这几年，“火箭提拔” 并遭到
公众质疑的年轻官员，并不鲜见。

比如，被称作“史上最年轻县长”

的闫宁、“最年轻市长”周森锋。

对于这些官员， 许多人猜测，

年纪轻轻就青云直上，肯定有
后台。 这一次， 同样有网友爆
料， 徐韬的父亲曾是湘潭雨湖区
人大常委会主任， 母亲为区检察
院副检察长， 这就更让一些人对
猜测深信不疑。

选拔任用官员， 年龄不是问
题， 问题在于被提拔者是否才堪
重任， 选拔过程又是否合乎制度
规范，要确保上述两点，公众监督
不可或缺。 而公众监督不仅体
现在走“正常途径”的意见建
议，也表现在网络上的质疑猜
测。这何尝不是一种民意体现？

相关部门倘若重视公众监督，就
不能不正视各种质疑， 并正面给
予回应。 这也是确保新官获得民
众信任、 支持并顺利开展工作的
前提。

（魏英杰）

宁波李女士日前来到陵园购买墓地，

要求建一大理石的狗狗雕塑，还要栽种玫
瑰，园方以为死者属狗便答应了，问其刻
什么名字，李说：“爱子旺旺，署名妈妈。 ”

再一问，方知“爱子”是李女士的宠物狗。

原来，李女士的宠物狗老了，她便替狗筹
办起了后事。陵园方拒绝了李女士的购墓
要求。 （据浙江在线）

“侬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侬知是
谁？ ”昔日林黛玉葬花泪洒花冢，如今李女

士购墓立碑葬狗，且莫笑其痴，都透着一
个情字。只是，黛玉葬花，是借花排遣内心
的愁怨，不伤害他人，还让人心生同情。而
李女士虽与狗情同“母子”，但大众的认知
毕竟视狗为异类。若人类的墓园真混入狗
墓，“人与狗同葬”，肯定为大众所不容。毕
竟，“人狗情未了”，只是一己情思，定要让
公众的先祖和亲友亡灵陪伴，不但不会让
人“情同与此”，反会引起公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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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鸣

又现“虐童”

河北三河市燕郊一幼儿园又爆出虐童丑闻。

该园两幼儿称，老师让其喝尿、吃鼻屎，并将卫生
纸搓成纸绳插入孩子鼻中， 家长听后心如刀绞。

园方则表示“此事不可能，正常人不会作出如此
举动”。 目前，警方已成立专案组调查此案，三河
市教育局令园方起草安全保证书。 （

3

月
23

日《北
京晨报》）

对于这一虐童事件，园方解释“此事不可能，

正常人不会作出如此举动”，但如果事情查实，幼
儿园教师的行为是不是极不正常？ 而这不正常的
背后，又是什么问题呢？

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其实早已暴露出来。 一
方面，向教师布置任务、下达各种考核指标，要求
教师完成任务，这让教师不堪重负。 调查显示，教
师压力的最大来源是各类行政评审、评价，很多
教师根本感受不到教师职业的尊严，对职业充满
倦怠。

另一方面，对于教师群体的心理问题，没有
救助机制。 本来，对于教师的心理问题，教育部门
和学校应该有心理咨询机构，参与咨询、辅导，可
是，这一机构在很多地区都找不到。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教师的爱心，对搞好教
育，引导学生健康成长，是十分重要的。 但教师的
爱又从何而来？ 如果他们不被关爱，没有尊严，长
期处于生活、工作的高压之下，情绪必然紧张，心
理问题严重，这样的教师，会有良好的心境开展
教学吗？ 在每次虐童事件之后，都只见舆论对教
师大棒相向，却较少关注他们生活、工作的状态，

督促有关部门解决，这就不能解决问题，而只会
一再使类似的事件改日在其他地方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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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墓葬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