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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官员不雅视频
男主角已被免职

日前，一段题为“二奶曝光浙江
绍兴官员不雅视频” 在网络迅速蹿
红， 微博称视频男主角系浙江大唐
国际绍兴江滨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的
原党支部书记刘锡会。 该微博一经
发布便引来社会各界关注。 刘锡会
承认视频中是其本人。

9

日，记者从
绍兴相关部门了解到， 目前该企业
已经对该名涉事人员作出处理，免
去职务，等候处理。 （据中新网）

宜宾日报社遭“枪击”

系少年弹弓打鸟所致

昨日， 记者从有关渠道获悉，宜
宾日报社办公楼发现疑似弹着痕迹事
件调查有了新的进展， 据知情人士透
露，经调查，宜宾日报社办公楼玻璃上
的所谓“弹孔”，初步确定为两名少年
用弹弓打鸟所致。 （据《华西都市报》）

82

岁老人求你
请不要在此大便

青山南干渠公园小树林里悬挂
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

82

岁老人
求你，请不要在此大便，谢谢！ ”“离
这里

50

米远就有一个厕所，这些人
急得连几步路都走不了吗？”郝先生
气愤地说。 据一名姓李的工作人员
介绍， 小树林一直都是市民随地大
小便的重灾区， 他们每天从清早巡
查到晚上，经常制止这种现象。其实
公园内有

2

座厕所， 小树林附近还
有一座城管公厕， 完全能够满足市
民的需求。 （据《武汉晚报》）

辽宁山寨天安门
走红后被“整改”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近日“出
名”了，因为当地一座建筑酷似天安门
被网友发现并发布到网上引起热议。

而当地政府随后的立即“整改”

反应也让人深思： 建筑在修建的时
候是否合法、 拆除建筑是否有法律
依据？

近日前往葫芦岛市绥中县，对
此事进行了采访。实际上，山寨建筑
在国内早已有之，从天安门到鸟巢、

水立方，基本被“山寨”了个遍，建筑
专家表示， 设计理念和艺术是文化
创意， 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对其进
行保护。 （据《法制晚报》）

老爸老妈的付出，拿钱根本没法算

网传《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排行榜》，教育消费成主要支出

网 评
专家：排名缺少评判标准

对于上述榜单，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并不
具有代表性，榜单中数据所选择的样本范围太窄了。

西安市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王国琪认为， 该排名缺少一
个评判标准，生育成本统计不具科学性，可信度令人质疑。 家庭收
入不同，生育成本肯定不一样。成本核算以什么为标准？如何取样？

收入分高中低人群，此排名以哪类人群为调查对象？诸多问题都有
待考证。

网 友
算成本无意义啊无意义

王老师：人家高如何，人家低又如何，跟我何干？我有多大能力
办多大事，我每月一千元的工资，照样把儿子送到清华北大，只要
他争气。

云朵：要是某一天我陪着孩子出去玩，耽误了工作，是不是也
要算成孩子的成长成本呢？

飘飘：学费本身，各种生活成本都有通胀的，这也要算上吗？

南朝陈梁齐：培养一个孩子花的不仅是钱，更是责任和精力。

分 析
教育投入占大头

虽然动辄几百万元的生育成本对大部分普通市民来讲， 只是
一个“传说”，但日益上涨的教育成本以及不成熟的教育理念，还是
困扰着不同经济基础的家庭，家长们一致表示“养孩子很费钱”，而
这些钱主要还是“费”在孩子的教育上。

如此高的教育投入，曾有一个
22155

人参加的网上调查。认为价
格合理的被调查者占

13%

，勉强接受的占
24%

，难以接受的占
63%

。

尽管如此多的家长“难以接受”，但他们中的不少人还是为了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给孩子报各种补习班、特长班。

观 点
对教育的投入，家长得理性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赵国权称， 中国的父母在孩子的
教育花费上，盲目、跟风特别严重，投入过高。

“对孩子的教育要科学规划，合理投入。”河南教育学院高等教
育研究所所长徐玉斌提醒家长们， 要区分正常的教育支出和教育
投资。

教育投资是讲究回报的，哪些是浪费的，哪些是有收益的，有
的家长给孩子报各种特长班，要培养他，指望他以后靠此有收入，

但要分孩子是否有兴趣，是否有天赋，不然就是不理性的投资。

算 账
宝宝“必需品”月开销要 1000 元

昨天，阳光明媚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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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大的女婴贝贝欢乐地在一个儿
童专业游泳池内享受她的美妙时光。

泳池边上，贝贝的妈妈柔和地看着女儿的一举一动。

贝贝能有这样的享受，爸妈也下了血本。

据了解，如果不是这里的会员，宝宝在这里洗一个澡，普通的
要

20

元，游一次泳要
50

元，做一次抚触要
30

元，理发也要
20

元，

每一项都要收费，加起来做个“全套”一共要
100

多元一次；如果是
会员则可以优惠些，但是每一次也要

60

元左右。

然而对贝贝妈来说， 这些消费只是她育儿成本中的“冰山一
角”，更大的消费还在别处，用她的话说，“养个小孩，真的很烧钱！”

她粗略算了算，奶粉、尿不湿、玩具等“必需品”月开销差不多
需要

1000

元。

读大学了，一年下来得5万
� �

讨论这个“养一个孩子得花
多少钱”话题时，郑州市民翟先
生说， “我呀， 总算快熬出来
了。 ”

翟先生的女儿
18

岁， 今年
秋季就要去重庆上大学了，“但
大学这四年的费用我估计至少
得

20

万元。 ”

女儿学的是美术专业，每年

的学费是一万多元，加上每月几
千元的生活费， 来回的交通费，

学习用品的购置，一年差不多需
要

5

万元。

而翟先生和爱人都是工薪
阶层，一年的收入大概

10

万元，

相当于今后每年的收入有一半
都要花在女儿身上。

（据《河南商报》）

一个小学生，月花费2000元
� �

郑州市民闫女士的儿子今
年

7

岁，暑假开学就该上二年级
了，她坦言，平时并没有很在意
孩子的花销，但仔细算算，每个
月差不多要

2000

元。

第一项就是补习班，每天一
个半小时，只辅导写作业，一个
月

500

元。

儿子喜欢架子鼓，如果报这
个兴趣班， 一节课一个小时是
100

元，一周两节课，一个月下
来是

800

元，但要报这个班还得
买一个架子鼓， 需要

5000

元。

“考虑到太贵了， 暂时还没给孩

子报。 ”

孩子每周还有看电影等玩
的开销， 做一次小手工

100

元，

办一张
500

元的卡，一个月就用
得差不多了。

除此之外， 加上孩子的衣
服、 学习用品等之类的花费，闫
女士说，不敢细算。

其实，还有一些额外奖励花
费，比如孩子考试成绩好，奖励
出游、买数码产品等，这又是一
大笔钱。

甚至， 有的家长还提到，想
给孩子调调班，也要花好几千。

养一个孩子得花多少钱？

� �

近日，一个名为“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排行榜”的帖子给出了答
案：北京，

276

万元；上海，

247

万元；深圳，

216.1

万元；广州，

201.4

万元……

记者查询发现，从
2007

年开始，每年这个话题都要被网友翻
出来“炒一炒”，每次都能让大家热议。

尽管不少人认为这样的榜单并不具有普遍性， 但昂贵的教育
成本却再次成为公众热议话题，也让“生得起，养不起”成为不少家
长的无奈感叹。

� � � �

“养个孩子得花多少钱？ ”

围绕这个话题，近日，名为“中
国十大城市生育排行榜” 的帖
子又开始在网络上热传。 尽管
不少人认为这个榜单并不具有
普遍性， 但昂贵的教育成本却
再次成为公众热议话题。

天啊，已经是房奴了，

我不要再当孩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