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捐红色的钱” 戕害慈善和教育
不为地震捐款，孩子就拽着家长衣服不让

走，这是前日北京丰台区某幼儿园门口发生的
一幕。 一位只捐了

30

元零花钱的孩子告诉家
长，“老师说我捐得少，应该像捐得多的小朋友
学习，捐红色的钱”。 而在该区一所初中，老师
拿本登记学生捐款数，强调“总数不能比别的
班级少”。 多位家长表示，这些募捐变了味儿。

（

4

月
25

日新华网）

慈善之为慈善，归根到底，见证的主要是
一种“慈悲为怀”、“与人为善”的精神品质和境
界，而并非简单物质金钱层面的转让施舍。 一
个人只要付出了诚挚爱心、 勉力与人为善，即

使只捐赠
1

元钱、即使只能“出力”———捐劳力
捐时间，也足以充分彰显慈善精神，并“积善成
德”。

一般的社会慈善募捐尚且如此，作为针
对尚无独立经济来源的未成年孩子的慈善
募捐，无疑更应秉持这种“重在参与”的慈
善精神。 否则，真正被“变相强制多捐款”

的，就不止是孩子、还有家长；同时，以“多
捐赠”为标准的攀比，也将不止是孩子之间
的功利攀比，更是背后家庭背景、家长实力
之间的恶俗攀比———“看谁家里更有钱、舍
得掏钱”。

追求平等、尽可能消弭各种社会身份背景
导致的等级差距，实乃教育之为教育的一个核
心价值理念和基本功能，而教师的一言一行都
对孩子具有“言传身教”的教育效果，因此，这
种“变相强制儿童多捐款”的做法，不仅是对慈
善精神的伤害， 实际上也是对教育价值的伤
害。

试想一下，在教师的“鼓励”之下，孩子们
都认定“红色的钱（百元钞票）”才更受老师青
睐、更值得去追逐，那将会在孩子稚嫩淳朴的
心灵中播种下何种“颜色”的金钱观、价值观？

（张贵峰）

公款宴请“上门服务”

让人“开眼界”

酒店推出公款宴请“上门服务”

令公众惊诧。 只有建立常态化的监
督机制，才能让各种“花招”无处藏
身。

在山西太原，记者调查发现，随
着反对铺张浪费的蔚然成风， 当地
部分大型国企、 实权部门改变了消
费策略，变外出请客为内部吃请，重
新包装单位内部食堂的包间， 高薪
聘请厨师；而个别高档酒店，也推出
厨师、服务员上门服务。 （

4

月
25

日
《经济参考报》）

为迎合公款宴请“隐秘化”的病
态需求，酒店竟另辟蹊径，推出“上
门服务”，这委实让人大开眼界。

说实话， 公款宴请地下化的新
闻， 已屡有所闻。 但酒店为此推出
“上门服务”， 仍挑战了公众的想象
力。谁能想到，在高端餐饮遇“寒流”

的语境中， 酒店竟会通过“上门服
务”的方式，来曲线救市？

公款宴请难以令行禁止， 个中
原因，不难想见：公款吃喝虽饱受诟
病，但在时下，它已变得根深蒂固，

也衍生出挥霍惯性。归根结底，吃请
只是利益交换的载体，是例行的“款
待仪式”。只要依附在吃请上的利益
诉求未消，公款宴请就会大行其道。

治理“舌尖上的腐败”，说到底
需要提升各方的监督力度。 许多公
款宴请“低调潜行”，企图蒙混过关，

就与监督鞭长莫及、存在盲区有关。

前不久，李克强总理曾表示，从
今年开始， 将逐步实现县级以上政
府公务接待费用的公开。“政府阳光
运作的地方越多， 腐败藏身之地就
会越少”，对公款宴请而言，接待费
用公开，无疑会为其戴上制度枷锁，

削减“潜伏”空间。

但公开接待费用，只是个逗号。

遏制宴请“花招”，还需多管齐下：从
细节践行看，要避免治理运动化，形
成常态化的监督， 如对内部食堂等
不定时抽查；从制度补缺上讲，则须
规范预算使用，在资金安排上节流，

并强化对违规者的问责。

宴请“地下化”，监督也该精细
化， 弥合粗线条管束与民众期许的
距离。 （佘宗明）

“签字怀孕”背后的教师流动之难

24

日， 高邮一论坛上贴出该市第二中学
草拟的一项生育规定。 记者浏览该帖发现，该
暂行规定中，准备怀孕的女教师必须提前一学
期提出书面申请， 由校长签字后才能怀孕，否
则除了享受不到正常的生育补贴外，还要面临
取消先进称号等“处罚”。 （

4

月
25

日《扬子晚
报》）

如此雷人的规定，招来网友的一片骂声并
不奇怪，被上级部门叫停也在意料之中。不过，

如果我们抛开规定的违法违规之处不谈，单单
从学校的管理角度讲，女教师因为怀孕而影响
教学安排也确实是一个现实问题。

一所学校的教师数量是受编制限制的，理
论上讲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没有太多的空
余。报道中说，仅仅该校的高一语文学科，就已
经有

3

位教师请产假，“如果这个时候再有老

师请假，课就上不起来了”。这显然不是一个小
事情。 如果学校因为教师不够而影响了教学，

恐怕学生和家长也不会同意。

我们当然可以要求学校临时增加教师，但
这显然超出了学校的权限。学校的管理范围只
是本校的教师，也只能在本校的教师身上想办
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学校“为了保证正常教
学，每学期每个学科只能有一名女教师有生育
指标”的想法看起来荒唐，其实也是无奈之举。

如果学校能够方便地申请到顶班的教师，相信
也不会出此下策。

“女教师怀孕需校长签字”反映出来的其
实是教师流动的问题。一所学校的教师由于人
数较少，同一学科多名教师怀孕等偶然情况足
以影响到教学。 但从一个地区整体来看，这样
的情况其实并不存在。在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县

区，教师的人数可达数千人之多，如此庞大的
基数，一般不会产生同一学科教师集中怀孕的
情形。如果同一区域间的教师能够实现整体统
筹，就不会出现因为教师怀孕而缺岗的情况。

但在现实当中， 一个学校的教师是相对固
定的，不同学校之间的教师很难流动，短期的师
资短缺一般只能由学校自己解决。 一旦出现同
一学科教师集中怀孕这样极端的情况， 学校也
只好以“怀孕需校长审批” 这样极端的办法应
对。 这从本质上讲其实是教师管理体制的问题，

错在教育行政机关，而不是作为基层的学校。

我们可以批评校长，可以叫停学校违规的
政策，但显然并不能解决学校女教师因为怀孕
而缺岗的问题。如何做到既不侵犯女教师怀孕
的权利，又不影响学校的教学，这才是我们应
该追求的目标。 （刘昌海）

房子震没了，房贷谁埋单？

雅安
7

级地震摧毁了不少人的幸福家园。

据报道，参与救援的空军人士称：“看到老房子
损毁严重，震中区域大概

50%

房屋倒塌。 ”不少
网友疑惑， 如果按揭贷款买的房子倒塌了，是
否还要继续还月供？

是啊，房子没了，欠款却还挂在自己账上，

这“还不起”的贷款谁埋单？

在保险业发达的国家，出现地震时，“地震
险”就会发挥作用。可是我国暂无“地震险”，不
仅如此，国内保险业通行的《个人贷款抵押房
屋保险条款》还规定，由于“地震或地震次生原
因”所造成“保险财产的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
赔偿责任”。所以，地震所产生的房屋倒塌风险
和损失，将由房主直接承担；万一房主还不起
房贷，风险和损失会转移到银行身上。

需要指出的是，购房者向银行申请按揭贷

款时， 除了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外， 还与银行签订了《个人购房抵押借款合
同》。 购房者已经将所购房屋作为抵押物抵押
给了商业银行。 银行不仅有对房屋的抵押权，

还拥有对购房者的债权。 即使房屋毁灭了，债
务关系仍存。 从法律上考虑，购房者的确还欠
着银行房贷，有义务还款。

然而在地震中，这些购房者已经痛失亲人和
家园，大多数人已丧失甚至永久丧失了偿还房贷
能力。 因此，各金融机构要充分考虑到受灾地区
群众的实际困难，采取更为人道的措施。

最基本的措施是，对灾区无还贷能力的欠
款者给出一定的“宽限期”， 采取诸如延期付
款、暂时放弃逾期罚款、停止计息、不对延期付
款者进行不良信用登记等措施。 此外根据《金
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 借款人遭受重大

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失巨大且不能获得保
险补偿， 金融企业在采取所有必要措施无效
后，可认定为呆账。快速核销呆账，虽然会造成
银行利润减少， 但有利于银行提高资产质量、

保持财务状况的真实性。

但是根据法律，债务核销后，银行仍可继
续保留追索的权利。 可见，上述两种措施只能
起到救急作用，灾民在法律上还背着债务。

在“地震险”缺位情况下，国家应该是公民
最大的“保险公司”。即使在一些实施“地震险”

的国家，保单也是由国家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
的。 因此，我国能否考虑由银行、购房者、政府
一起分担这份特殊的房贷？ 具体而言，银行对
贷款本息总额进行一定的减免；购房者留出生
活必需经费后，以剩余财产还贷；政府为购房
者无力承担的剩余贷款埋单。 （舒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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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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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正在做心脏病手术，突然电停了，手术室内
一片漆黑。 “停电

20

分钟， 医院的备用电源哪儿去
了？ ”

4

月
23

日，河南省孟津县韩女士反映了父亲在
河南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手术时的遭遇。对此，医
院负责人称，这种情况属百年不遇，但从疾病本身来
讲，就是不停电，病情也是这样。 （

4

月
24

日《大河
报》）

对病人来说，做心脏病手术，所承受的风险本来
就不小。而在手术过程中出现了突然停电，无疑让病
人又承受了一个本来不该承受的致命风险。显然，保
证手术过程中不停电是医院该担之责。 国家对此也
有明确规定，医院手术室应该配备电力系统双电源。

可是，在停电事实面前，院方不仅没有一句道歉，反
而轻描淡写地说什么“百年不遇”，扯什么“不停电，

病情也是这样”。 听这口气，似乎只能怪病人运气不
好，不出人命就不算什么。 如此态度，让病人家属如
何接受？

在医疗纠纷高发的今天， 很多时候医院总是一
味抱怨患者过于苛刻甚至无理取闹， 却忽略了对自
己的反思。 其实，要挽回医患之间的信任，医院更应
担起责任，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以及对病人高
度负责的态度，去取信患者。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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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鸣

“我用眼睛强奸你胸部，不
可以吗”

———深圳男子挑衅女服务
员，女方报警获赔

500

元。

出处：《晶报》

“你知不知道我这单反有
多贵！ 你搬

1

年砖都买不起”

———武汉一美女在拥挤公
交车上用相机占座， 农民工请
其让座遭骂。

出处：《长江日报》

“航母不是‘宅男’，不可能
总待在军港”

———国防部发言人回应外
界对航母拟赴钓鱼岛海域训练
的猜测。

出处：国防部网站
“干部的子女就不能正常

升迁吗”

———济宁市委宣传部负责
人回应

25

岁女镇长及其父亲
辞职事件。

出处：《中国青年报》

“我对你们够好的了，别的
班是必须捐， 我现在只要求你
们必须去”

———石家庄一高校被曝强
制学生捐精，辅导员如此训话。

出处：《南方日报》

“我丢鸡苗是给花木施肥”

———昆明女子向绿化带丢
百余只死鸡苗， 对记者追问如
此辩解。

出处：云南网

百 年 不 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