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争议本质是课程结构设置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将大学汉

语从必修课改为选修课，引发争议。

该校一名研究生在网上发表名为
《慢一点：人民大学的“国际化”》的
日志，表达了对汉语沦为选修课的
困惑。 而媒体对不少高校的调查显
示，汉语在不同高校的课程设置上，

都有明显的边缘化趋势。

这是继英语、数学该不该被课

堂特别重视后， 关于学科孰轻孰重
的又一场争论。而所有的争论，似乎
都围绕两个主题： 外语和母语的扬
弃，人文性和实用性的博弈。而事实
上，主题中的这些东西，本来该是并
行不悖的，又何必厚此薄彼。

笔者以为，主题冲突的背后，本
质是对课程设置的不满。 这里所说
的课程设置，既包括时间序列上的，

也包括专业设置上的。

我们的教育分为基础教育和
高等教育， 但各个阶段的使命并
不明确， 甚至可以说， 中国的教
育，贯彻始终的，只有一个专业，

那就是应试。 合理的课程设置，基
础教育阶段应该注重常识培养和
人文塑造的， 而高等教育则应该
往专业领域拔尖的。 基础教育缺

失的忧虑下， 呼吁在高等教育过
程中补课， 或正是语文选修引发
争议的关键问题所在。

要结束这种争论， 就必须重视
教育结构调整的命题， 让基础教育
的归基础教育； 就必须重视课程设
置的科学性， 而不是在无谓的论证
以及局限于某个科目的去留中继续
纠缠下去。 （时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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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有关部门委托， 信阳市阳光拍卖
有限公司定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上午
10

时
30

分（星期四）在息县名扬大酒店
二楼会议室公开拍卖：

一、 息县东升木业有限公司破产资
产一处；

二、 息县倪澳汽贸有限公司所拥有的
全部资产（罗淮路东大拇指一站式服务）。

有意竞买者，即日起向本公司咨询详
细情况，实地查验标的，并缴纳一定数量
的竞买保证金和身份证等证件，在

11

月

27

日
17

时前到本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 竞买不中， 保证金全额退还（不计
息）。

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展示时间： 自公告发布日起到拍卖

日前
咨询电话：

0376

—

6253958

咨询地址： 信阳市礼节路物资局四
楼

监督电话：

0376

—

5852681

信阳市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声明
兹有方利军与程

兰之子方氵含宇
2013

年
7

月
3

日出生于信
阳市河区吴家店镇
中心卫生院，其出生医
学证明 （ 编号：

N410280476

） 因不慎
丢失，特声明作废。

声明
兹有汪新东豫

SA3135N

号蒙迪欧
CAF7230A

轿车，

其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固始支公司购买的
商业险，其保险单（单号为：

PDAT20134115T000005091

）

的保险卡 （ 卡号：

41001200079429

）及发票，因
不慎丢失，特声明作废。

从“国考热”看简政放权的紧迫性

2014

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报
名确认已经结束，本月进入倒计时。

有媒体统计，这场被称作“中国第一
考”的考试，报名人数已由

1994

年
的

4400

人， 增至此次的
152

万人，

20

年间涨了
300

多倍。 竞争比例也
由

1994

年的
9∶1

，提高至
2014

年的
77∶1

。

“国考热”近年来持续升温，甚
至出现“千人报考一个职位”的拥堵
现象， 引起社会高度关注。 不可否
认，经由“国考”这样相对更透明、更
公平的考录渠道， 很多大学生乃至
社会在职人员可以顺利实现自己的
职业梦想， 并觅得一条相对理想的
上升通道， 众多政府机构也可以招
揽到优秀的人才。不过，也有专家对

此颇多忧虑， 认为大批人才都去挤
政府部门，对整个社会的创新、发展
活力是不利的。

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依据。 尽
管政府机构一样需要杰出的人才，

这些杰出人才的进入也会有效提升
政府管理水平，但是，大批优秀人才
纷纷去做公务员，并不值得提倡。诚
如诺奖获得者埃德蒙·菲尔普斯所
言，年轻人挤做公务员，是浪费教育
成本。而且，这种浪费最终还是会体
现在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上。

“国考”为什么会持续高温？ 除
去就业难、经济形势有待提振，以及
这条路径确实比较公开和透明这些
原因外，更大的吸引力仍在于权力。

“一入公门即为官”， 很多参加国考

的大学生并不讳言这样的职业愿
景。公务员的社会地位较高，各种福
利保障也好，特别是在目前，行政权
力在各项资源的配置上， 仍有着不
可替代的发言权和决定权。

因此，“国考热”的程度，也与政
府简政放权的程度有着关联性。 若
能够切实搞好政府职能转变， 约束
权力， 将政府手中该放的权力下放
给社会和企业，则政府部门的“吸引
力”就会相应淡化，众多大学生以及
社会在职人员也就不会再趋之若鹜
地参加“国考”。

具体而言，一方面，政府改革应
该加快实现从“管制”到“服务”的职
能转变，避免随意干预微观经济，更
不能想方设法设置门槛，甚至利用、

滥用手中的行政权力， 导致推高整
个社会的创业成本， 妨碍健康的市
场环境。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应该
厘清权力的边界， 以强力的内部和
外部监督来规范和约束权力。 不仅
要简政放权，还要形成权责相符、分
工合理、运行有序的运转机制，让政
府良治和社会自治实现良性互动。

今年以来， 中央高度重视简政
放权，李克强总理不久前也强调，政
府职能转变“要整体构思， 通盘考
虑，上下贯通，把整篇文章做好，更
多释放市场活力， 更好服务人民群
众。 ”可以说，随着政府权力的逐渐
祛魅，整个社会的就业、创业环境转
好，相信民众也会越来越理性，不会
再蜂拥挤进“国考”考场。 （胡印斌）

光讲成绩光讲问题
都非改革所需

昨日， 人民日报刊登了一
篇关于医改的文章。

文章回溯了过去几年，国家
在医疗改革上作出的努力。基本
医保全覆盖、 重大疾病有保障、

基本药物零差率、基层看病方便
了、 县级医院更强了……这些
从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超过

13.4

亿， 城镇居民基本医保和新农
合的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到

280

元等具体数字里得出的结论，

体现了医改取得的成绩。 而群
众满意度大幅提升的调查数
据，也与前述成绩相呼应。站在
历史纬度和国家宏观层面看，

确实有这样的进步。

然而， 也有不少人对调查
数据提出了质疑。在他们看来，

看病难、看病贵，依然是一个令
人困扰的问题。

这主要是针对医改有两种
不同视角。一个是调查统计，这
本身受限于一定角度和调查的
范围，一个是个体感受，很多民
众从自身实际出发， 很容易得
出与调查数据不一样的结论。

但这一定是冲突矛盾的吗？ 未
尽然。

提起医院， 有的人会想到
一大早抢门诊号、 熙熙攘攘排
队候诊的情景； 有的人会困惑
于医疗服务信息的不对等，在
信任医生的职业伦理照单开
药， 与拒绝不必要的高额药费
单间犹豫不决； 有的人对医护
人员冷漠的表情、 生硬的态度
感到寒心甚至愤怒； 有的人不
满于医疗纠纷中院方的强势地
位； 有的人联系到新闻事件里
的具体情形， 对拒绝收治病人
等与医疗公共属性不符的现状
深表担忧。

除去享受完善医疗福利的
那类人群， 看病对大部分人来
说确实是件麻烦事。 能不能碰
到“好医生”得要碰运气，不对
医疗总体品质抱持太大信心，

是一个普遍而基本的判断。 如
果将这些个人感受放到更大的
层面上， 就不难解释医患冲突
为何这么引人关注。

在宏观的历史演进上，我
们要承认已有的进步， 如果没
有进步， 这就显示出我们在重
大改革事项存在巨大问题，如
果有进步，却视其如无物，也不
是改革应有的心态。 片面地高
唱赞歌， 与普遍的社会表情不
符，人们就会发声，只讲问题，

这与国家的整体致力的改革方
向不符， 这两种路向都不是客
观理性的。厚此薄彼，相互取代
地片面理解，一边倒的叫好、唱
衰，都有违事实。

作为一项基础性改革，医
改既是中国过去改革的重要组
成， 也必定是中国未来改革的
重要方面。 经历了长达数十年
的改革“接力”，一度被认定为
“基本上不成功”的改革，一方
面表明医改难度之大、 涉及问
题之深， 另一方面还意味着推
进改革需要有更清晰的思路，

更客观的认识， 要克服更多的
障碍。在这个意义上，亟须在共
同的目标下走出对立， 看到成
绩，才能看清脚下的路，厘清问
题，才能明了未来的方向，才能
把改革真正往前推进。

（付小为）

央视寻找最美少年孝心颁奖晚会现场，未出所料，的
确是一幅感人肺腑、 泪雨纷飞的场面。 每看一个少年故
事，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每一朵孝心之花，为何都
是在苦水里泡大？

然而， 观众中， 极少有人能与孝心少年们有相同经
历，多数成年人都给了自己孩子幸福的生活，多数孩子都
沉浸在父母家庭温暖的怀抱里，他们固然都会被感动，但
他们践行孝道，却不可能东施效颦，如果说孝心少年们是
被苦难的生活所逼，那么其他更多的孩子面临的是，蜜罐
里怎样才能泡出孝行，这也许是一篇更难写的文章。

这个难题其实早有答案。 在中国古代
24

孝中，就有
汉文帝身为帝王，却亲手侍奉病母三年，常目不交睫，衣
不解带，亲口尝药，不仅如此，他在位

24

年，与汉景帝的
统治时期被誉为“文景之治”。曾子孝母的故事，其背景并
不是生活陷入了苦难，而是过着平凡的日子，母慈子孝，

母子连心，那种行为，其实可以体现在每个人每个时刻的
生活细节中。这些孝行，不会让你流泪，却会让你深思；不
会感天动地，却成为千古美谈。

苦水泡大孝心之花， 这固然艰难而悲怆地回应了中
国人“久病床前难有孝子”，但孝行却不应该是贫穷困苦
家庭的专利，感动也不能代替权利方面的思考，应对苦难
也不只是当事孩子们的责任。

有些生活幸福的孩子行孝，也许成了生活常态，但更
多的孩子上升为家庭的“上帝”，爷爷成了孙子，儿子成了
老子，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需要“苦水泡大的孝心之花”

来唤醒一些人，也需要能人、富人、名人孝老样本，对社会
的影响更有其特殊的价值。 （易国祥）

“孝心之花”不该总是苦水泡大

楷书的孝字甲骨文的孝字甲骨文的老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