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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近日，在广西壮族自
治区崇左市天等县举行的一场乒乓球
比赛，将这个偏僻的山区县推上了网络
舆论的风口浪尖。参赛者“要求是副厅
级以上干部”这一明确的身份限制再次
触动了网民对“权力”的质疑，疑问接踵
而至：这场只邀请“副厅级以上领导”参
加的赛事费用由谁承单？奖励如何设
置？是否为变相的“公款吃喝”或“公款
旅游”？（见本报今日B05版报道）

一场非职业、无明星的乒乓球赛
事，引来超 10 万次访问量、数千条跟
帖，还有微博上网友海量转发，进而发
酵成为一起公共事件——除了“权”与

“钱”或明或暗的引线吸引眼球，实在也
别无其他新鲜看点。据一些媒体公开
报道，这场比赛名为“2012年广西领导
干部夫妻乒乓球邀请赛”，于9月8日在
天等举行。比赛至今已举办两届，分夫
妻混合双打、家属单打两个竞赛项目。
参赛条件是参赛夫妻双方有一方为在
职或离退休的副厅级以上领导干部。
今年共有18对夫妻报名参加比赛。

传闻或有错漏，但根据地方部门的
回应看，有几点确为板上钉钉的事实：
一者，这确实是一场有官阶门槛的球
赛；二者，本场赛事的确接受了商业赞
助。那么，要证明这 18 对夫妻参加的
官员赛事“锻炼了身体”还“促进夫妻志
趣相投”，恐怕就像全家人听了场音乐
会就扬言“中国人高雅音乐素养得以提
升”一般荒唐。

客观而言，官员打比赛，无涉公权，
无关自肥，纯属娱乐而已。问题是，领
导干部本身就很忙，副厅级的官员，年
龄也不小了，为了打场乒乓球，跋山涉

水去异地，何苦呢？
尽管当地部门信誓旦旦证实“赛事

全程由当地企业天富商业广场提供20
万元赞助，天等县只是提供了体育场
馆”，质疑依然存在：一是体育场馆可以
为领导干部随时开放，那么，年轻人想
玩场球赛，是不是也如此“方便”？二是
副厅级干部的小比赛，商业赞助的市场
价值究竟几何？18对官员夫妻的非专
业比赛，既没有批量的拥趸，也没有其
他的传播效应，除了“权力”晃眼，还有
什么“投资点”能让商家慷慨解囊？

权力与资本，最怕沾染上不明不
白的关系。官员比赛，商家埋单，这个
逻辑本身就是令人生疑的。正如武汉
大学教授、知名舆情学者沈阳所言，网
友“吐槽”无非有三：一是权力的特殊
消费应有效制止，二是副厅级赛事官
味太浓，三是举办方“醉翁之意”或在
拓展人脉、获取权力收益。公众自然
无法以诛心论看待这场“副厅级球
赛”，但身为公职人员，一言一行当有
起码的避嫌意识。商家出手 20 万元，

“消费者”何以为报？这是最让公众担
心的问题。

权力者吃什么、穿什么、玩什么，没
有原罪。但“副厅级球赛”引人瞩目，说
白了还是一种舆论监督敏感使然。因
为，此前的诸多公共事件，往往是于无
声处听出惊雷，远的有周久耕的香烟，
近的有杨局长的微笑与名表，顺藤摸瓜
下去，时常大有斩获，这给舆论监督培
养了一种“吹毛求疵”的偏好——看看
谁在商家的供养中享受着，如果是权力
者，再看看他的道德素养背后有没有权
力素养的问题。

事实上，“副厅级球赛”其实也没什
么可说的，只要赛得干净、赛得清白。

“副厅级球赛”
看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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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孩子进行
必要的“挫折教育”

广州有户人家，收入超低，满足购
买经适房的条件。于是家里的女儿加
班加点，挣钱买房，等加班费发下来，嘿，
人家说女孩一家的月收入超出了经适
房标准252元钱，取消她购房资格……
这是最典型的第 22 条房规，你没钱才
有资格购房，但你买不起。如果你凑足
了钱，抱歉，你已经失去购房资格。

——雾满拦江（作家）

《白鹿原》表现了一个特殊年代人
们物质和精神上的无奈和冲突，但电影
在作宣传时却一味强调激情戏、大尺
度，观众来电影院难道就是为了看一群
演员乱搞？

——由王全安执导，张丰毅、张雨
绮、刘威、吴刚等主演的民族史诗大作
《白鹿原》将于9月13日公映。随着上
映时间临近，打着“大尺度”“激情”等字
眼的电影宣传却惹得“鹿三”刘威不满。

奥数不是大多数人的游戏，学奥数
需要天赋，而这种天赋不是每个人都具
备的，也不可能都具备。但是几乎每个
家长都觉得自己的孩子是天才，只要好
好教、努力学，都能学好。 ”

——中国数学会奥林匹克委员会
主席周青认为，要彻底治理奥数，就必
须改变家长的观念。

学者对社会热点问题发表看法，
需要有两点清醒的认识。一是不轻易
对没有研究的问题发表看法，如果发
表看法，切记自己不是专家而是普通
老百姓，不应该有太大的影响权重；二

是要注意看法的独立性，不是简单地
依附权力、金钱或者所谓“老百姓的声
音”。

——诸大建（教授）

“地方非税收入同比增加 237 亿
元，增长31.6%”，说明地方以各种名义
开始创收，著名的“罚”就是一种方式。
对中国很多企业而言，最痛苦的肯定不
是税，而是各种各样说不清楚的收费。
非税收入的暴涨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
高度重视，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切莫
竭泽而渔。

——马光远（学者）

大学生愿意当公务员的比例，新加
坡为 2%，美国为 3%，法国为 5.3%。日
本大学生求职意愿中，公务员位居第
53 位。在英国，公务员被大学生排入
20大厌恶职业榜。在中国，76.4%的大
学生愿考公务员。大学生削尖脑袋想
当公务员，说明中国公务员是各种“饭
碗”中的“金饭碗”，反映了愈来愈重的

“官本位”价值观。
——戚聿东（教授）

费率过低不足以解除参保人的后
顾之忧，而费率过高又会直接加重用人
单位与参保人的负担并损害代际公
平。因此，各国政府都应当理性地考量
负担均衡、待遇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人民
大学教授、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
郑功成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应该与经济
发展水平相适应。

□朱慧松

【新闻背景】 17岁女孩唐娇（化
名），因与父亲拌嘴离家出走，其父情
急之下拨打110请求警方帮助寻找。
由于唐娇没有手机，老城派出所民警
经多方努力，最终在安乐附近找到了
她。（见本报昨日A08版报道）

孩子和家长吵嘴后便选择了离家
出走，很让人吃惊。在这件事中，可
能家长的教育方式有些欠妥，可仅仅
是被家长说了几句，孩子就出走了，
是否也太脆弱了点？孩子虽说被送
回了家，可在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肯
定还会遇到很多风风雨雨，她能从容
面对吗？

类似事情并非个例，不少花季学
子仅仅是因为一点琐事，如考试成绩
不理想挨了批评、要买东西没得到家
长满足、被人给冤枉了，就离家出走，
甚至选择轻生，有的还酿成了悲剧，给

亲人留下了永远的痛楚。究其根由，
不少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走向了两个极
端，或是百依百顺，娇惯迁就，捧在手
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或是极其
严格，无比苛刻，孩子稍有不对便是疾
风骤雨般的批评乃至打骂。

与此同时，一些学校对学生的学
习成绩高度重视，却对心理健康教
育或多或少有些忽视，认为可有可
无。这样无疑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
长，他们会变得“弱不禁风”，遭遇挫
折就会一蹶不振，甚至采取过激的
方式。

对此，家长和教育工作者都应高
度重视，给予孩子充分的关心和引导，
循循善诱，进行必要的挫折教育，让孩
子明白挫折和坎坷也是人生的一笔宝
贵财富，应该从容面对，学会通过合理
的渠道来宣泄不良情绪，和他人进行
沟通，这样孩子将拥有更加精彩灿烂
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