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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教师节”异化
比改日期更重要

延续了
29

年的
9

月
10

日
“教师节”，今后可能要改日期了。

国务院法制办日前公布《教育法
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稿）》，意见稿中拟规定，每年

9

月
28

日为教师节。

快到而立之年的“教师节”，

似乎要改期了。 把孔子诞辰作为
“教师节”日期，确实更具有文化
内涵，同时避开开学初的忙碌。然
而，不改“教师节”日期，同样不缺
乏理由， 因为毕竟大家已经习惯
了，而且孔子诞辰

9

月
28

日的说
法也没得到统一。

其实，我倒觉得，防“教师节”

异化比改日期更重要。

有些地方的“教师节”如今变
成了一种形式。既没有主题词，也
没有让教师兴奋的活动。这一天，

教师仍然是平静地上课， 一如既
往地备课、改作业。一些地方教师
节的活动，年年都是同样形式，形
同鸡肋， 难道换成

9

月
28

日，就
会有质的飞跃？

“教师节”还是个“送礼节”，

每逢“教师节”，一些学生和家长
都纠结， 究竟送给老师什么礼物
好。 而商家也在推波助澜。 据报
道，今年教师节将至，不少商家推
出了“感谢师恩”的营销活动，在
淘宝网上， 甚至有商家推出了教
师节购物卡。

“教师节”所提倡的尊师重教
现实中并没全面落实。 普通教师
的权益往往被虚置。 代课教师程
兴贵因

25

年教龄不被认定，跳
50

米高瀑布自杀，这足以表明教
师的权益保障依然任重而道远。

（前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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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盖有检察院公章的表扬信在新浪微博上被

广泛转发，写信者为山西大同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李勇，被质疑公章私用。 （

9

月
7

日《京华时报》）

毋庸讳言，如果李副检察长是因公办事，那么，表
扬信上盖有公章也无可厚非， 可事实上不是这么回
事。据悉，

7

月
27

日晚，李副检察长和家人在回老家返
回大同市区的路上， 乘坐的商务别克车因后轮胎爆
胎，坏在距大同县

11

公里处的高速路上，不多时，巡
警马威亲自驾车，帮李副检察长把家人送到市区某客
运站……李勇建议支队领导对马威同志予以表扬和
鼓励。

很显然，车上载着家人，不仅是因私出行，若开的
是公车，还涉嫌公车私用。所以，就算巡警关键时刻真
的帮了大忙，李副检察长也只能代表个人表扬，怎么能把
象征公权力的检察院公章盖在一封私人表扬信上？ 虽说这
种公私不分、 拿公权做人情的表扬信无恶劣后果，但
明显存在以权谋私的嫌疑，还充分暴露出该检察院的
公章管理存在瑕疵，不能不令人深感“后怕”。

公章私用也好，公车私用也罢，都是党纪政纪所
不容的违规行为，更为群众所诟病！究其根本原因，都
是权力约束机制不完善惹的祸，最终伤害的是公平原
则和社会和谐。所以，只有不断加强对公权力的约束，

不断完善权力监督机制，才能避免权力拥有者对公权
力的亵渎，避免其把服务大众的公器沦为谋取利益的
私器。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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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闵汝明

已近不惑之年的内蒙古赤峰市民王彦民，

1991

年高考时差
10

多分
没能上大学，因家穷，没法复读，他放弃了大学梦。近几年，为了重走青春
路，他卖了房、辞了工作，和儿子一块复习参加高考，今年，儿子考上辽宁
医学院，他也被天津交通职业学院录取。近日，他带着妻子一同到学校报
到，准备边打工边上学。 （据《城市快报》）

在“读书无用”之说再度流行，每年有一二百万高中生弃考弃读大学
的背景下，这位赤峰市民辞掉工作、卖了房上大学的举动，确乎有点另
类。 若以纯功利的眼光看，读完大学，能否重获以往稳定的工作，尚难预
料，更不要说“改变命运”的美梦了。 但人生的许多追求，若一概以功利、

实用的标准衡量，则万事休矣。

人生有梦，何惜眼前得失。惑与不惑，就看内心有无定力。父子同上
大学，一样的精彩人生。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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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鸣

天价施救“马甲”下的秘密要剥开

9

月
4

日，黄先生的货车轮胎在高速上断了
6

根螺丝钉， 不请自来的交通拯救队要价
4100

元，经讨价还价，黄先生最终掏了
2800

元。 （《南
方日报》

9

月
6

日）

按照市场行情，换
6

根螺丝不过是
180

元左
右的价位，黄先生却要付出抬高

15

倍的代价，这
施救简直是趁火打劫。

车辆在高速公路遭遇故障被迫停车，给自身
和经过车辆造成严重的交通隐患，而在封闭的路

况下， 除去求助高速施救车辆外注定孤立无援。

所以，这种故障应当成交通险情来看，车辆必须
当成遇险车辆来救，作为一种应急措施，它带有
一定公益色彩，那么，“天价螺丝”的收费依据从
何而来？

作为事件当事方的广州市运输有限公司称，

当晚是与其“合作”的一家民营公司在作业，而双
方业务“合作”已于今年

5

月到期，民企的员工是
身穿应缴而未缴的国企工作服而已。 言下之意，

漫天要价的施救与己无关。

民企穿着国企的“马甲”来施救？这说得顺口
的解释大大的不通。 高速公路是全封闭的，施救
方须经过许可才能“入场”。没有高速入口的默许
和放行，那家民企如何堂而皇之打着“施救”的牌
子上路做“买卖”？

黄先生“挨宰”的钱要还回来，天价施救背后
的利益链必须查清，当地公安、交通、物价等相关
主管部门不能置若罔闻。 （许晓明）

@

人民日报： 从溜铁索，到
攀爬“天梯”，再到撑竹筏……贫
困地区一些孩子的求学路艰辛而
危险，令人叹息。 “再苦不能苦孩
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不能沦为空
头支票，该用责任铺就孩子的就
学坦途。

@

广州日报：长春婴儿被盗
车贼掐死、山西儿童疑被伯母挖
去双眼、北京两岁婴儿被摔死、林
州婴儿被警察摔成重伤……

2013

年，这是中国的儿童最受伤害的
一年。 究竟是什么让孩子感觉总
在受伤？ 我们看待儿童的视角改
变了多少？ “儿童”在当下社会扮
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学生的微笑和进步是最好的教师节礼物

送还是不送，收抑或不收……当很多
人再次为即将到来的教师节送礼与否感
到纠结时，成都教师的一句“我最想收到
的礼物是孩子的微笑和进步”有如一阵清
风，使人倍感清新和温情，也促人深思和
自省：我们在把一个节日不断复杂乃至功
利化的同时，是否丢掉了最为本源和珍贵
的东西？

送礼与否近年来屡屡争议，尊师与感
恩却从不曾须臾远离。 礼仪之邦，尊师重
教，在教师节向含辛茹苦的老师表达一份
感恩之情，合情亦合理。 无论是哪种表达
形式，关键在于是否带着真情与尊重。 古
时程门立雪，正是源自学子对为师者发自
内心的尊崇，一言不发却足以流传千古。

对一名真正的“传道授业者”而言，最
大的欣慰莫过于学生的努力、 家长的信
任。 教师被称为“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

其魅力在于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 如此
一来， 教师节感恩反倒成了一个简单的命
题。家长出于真心，信任、尊重并积极配合好教
师的工作，和教师一起让孩子在爱、温暖与
鼓励中成长；作为学生，尊敬老师，努力上
进，给自己的老师以欣慰……如此，远胜
于教师节到来时煞费苦心的纠结。

不必讳言，当下的教师节在一些地方
变了味儿，甚至演变成了家长间的“豪礼
比拼”，购物卡、美容券、智能手机、平板电
脑，大量奢侈品纷纷登上了教师节的送礼
清单，更有甚者，教师节礼物贵重几许，成

为部分家长和学生相互攀比较劲的砝码。

这不仅是对尊师重教精神的误读和偏离，

也在很大程度上玷污了社会风气，污染了
孩子们纯真的心灵。 一掷千金、礼品比拼
的背后，只剩下赤裸裸的铜臭交易，恰恰
缺少的是尊重和真诚。

尊重教师，学会感恩，重视教育，让教
师节回归本义，让教师、学生、家长的关系
回归本源。 在这个属于教师的节日里，我
们期待：每一位家长用心意表达谢意，多一
份真心和实意，少一份虚情和交易。我们祈愿：

每个教师以身作则，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牢
记自己的言行可能对孩子造成的影响，对学生
一视同仁，以爱施教，将“孩子的微笑和进
步”当作最好的教师节礼物。

(

陈晨
)

严查打人者，也别忘了“飘过”的警车
9

月
6

日， 兰州一辆奥迪欲将车停在医院应急通
道被阻拦， 女司机下车用膝盖和高跟鞋狠撞狠踹保安
下身，还叫来两名男子拦阻劝架保安。 其间，一辆车身
印有“公安”标志的警车路过，有保安喊“警察，有人打
人”，但警车稍作停顿后，避开打人的女子扬长而去。（

9

月
7

日《兰州晨报》）

违规不当停车，不仅不听劝阻还动起了老拳，这种
人理应受法律严处。但同时，那辆“飘过”的警车也不能
被遗忘。

《人民警察法》规定，警察具有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
的职责，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
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 遗憾的是，从陕西延安到
安徽蚌埠，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地方警察的不作为令人
遗憾。如果说，蚌埠警察不作为多少是因为歹徒过于凶
残，延安警车“飘过”也可能确实是没看见，那么，兰州
这辆警车的“视而不见”无论如何难以叫人原谅。

我们不知道，当时警车里坐的究竟是什么人，警车
来医院到底是办公事还是“公车私用”。 如果最终查实
车中人确为警察， 那么其行为不仅违背了警察的职业
道德，而且触犯了法律，根据《人民警察法》，应当给予
行政处分。

“有困难，找警察”，这话不仅是对警察所扮演的社
会作用的一种通俗理解， 也寄寓了民众的一份信
任。 警车“飘过”却令警察的公众形象受到重创。

虽然可能只是个别现象，但如果不对这种现象加以
及时制止，不对当事人进行严肃惩处，何以赢得民众信
任？ （王烽）坩土土

父子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