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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浦听风

“养命钱”投资发廊
“不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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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愿总体一致”不是挪用善款的挡箭牌

学生们需要更多“个性名师”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我市首批20个
名师工作室日前出炉。作为全市
优秀教师的集聚地和未来名师的
孵化地，这些工作室将在语文、数
学、英语、化学、历史、地理、音乐等
学科发展中起领军作用。（见本报
4月28日A02版报道）

我市首批名师工作室建设工
作已启动，作为未来名师的孵化
地，给予经费、场所保障及业务指
导，有利于培养更多的优秀教师，
这对学生及家长而言，无疑也是个
福音。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从一定
意义上讲，名师往往代表着一所学
校、一个区域的教学水准，有些骨
干甚至可以凭一己之力，带动一个
学科、一个团队发展。正因为这
样，望子成龙的家长，无不渴望给
孩子找个好学校、好老师。

究竟什么样的教师，才算得上
名师？不可否认，“业精”是名师的

必备条件与素养，没有一流的教学
水准，既难以胜任教学教研任务，
也难以赢得学生的认同。但在培
养教师业务能力时，教师的个性也
不容扼杀。

人们常有这种体会，在课堂
上，优秀教师的个性特征与人格魅
力，往往比其学问更具吸引力，更
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教
师都如出一辙、照本宣科，纵使教
学水平再高，也会因为刻板枯燥而
使学生提不起学习兴趣，导致教学
效果大打折扣。

教育家陶行知曾言：“先生不
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
人。”作为优秀教师，可能教育理念
不同，教学方式有差别，但其最终
目的大体是一致的——一切为了
学生健康成长，从教育自身追求个
人生命的意义。

因此，名师工作室不该是模
式化的“加工厂”，而应真正变身
为催生名师的“孵化地”。工作室
运行中，要充分尊重教师的个性

特征，鼓励他们张扬个性，激发他
们创新思维，提倡别具一格的教
学方式，甚至允许出现一些“不合
群”的优秀教师。尤其重要的是，
这当中应能捕捉到青年教师身上
的“闪光点”，鼓励青年教师不断
形成自己鲜明的教学个性，带给学
生们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当然，名师培养是一个系统工
程，需要一个“破茧化蝶”的艰苦过
程，脱离了教学土壤，就会成为无
本之木。从这方面讲，教育主管部
门不妨怀着更为朴素的教育情怀，
多为教师“松松绑”，把他们从琐碎
的活动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拥有更
多自主发展的时间，潜心钻研教
学，追求“百花齐放”的教学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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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汶川地震，百余
位艺术家义拍筹款8472万元捐给
红会，要求定向捐给青城山市，但
该笔善款被红会用于建设博爱家
园。事发2年后，红会公布善款去
向，称虽未按指定项目使用，但与
捐赠人意愿总体一致。（5月 1日
《京华时报》）

用不正当手段获得正义，最后
也会变得不正义。“意愿总体一致”
不应成为挪用善款的挡箭牌，这样
的做法并不高明。以“目的基本一
致”作为理由，无视程序和权利的
存在，便是当下红会存在的最大问
题。从内部操作的不公开，到处理
问题的不及时、应对民意的不认
真，再到道歉缺乏基本诚意，足以
说明受体制之累的红会，在自我革
新上还缺乏勇气与信心，并将自己
依附于权力的垄断心态暴露无遗。

从香港向雅安捐款1亿港元计

划未能在立法会表决通过，到公众对
红会采取“用脚投票”的抵制，红会面
临的危机不是“网络舆情与现实民意
存差距”般轻描淡写。若未能正视问

题的严重性，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与促
进，网络舆情转化成了现实民意，谁
又来拯救丧失的红会公信，谁又来提
振低落的慈善信心？

□冯保萍

【新闻背景】近日，深圳社保局被
曝挪用社保基金开公司，经营范围包
括宾馆、发廊、停车场，且该局职工均
可免费享受这些服务，被指隐形福
利。深圳社保局回应称，注册资金已
连本带息归还社保基金，公司运营已
与社保基金脱钩。（5月1日新华网）

深圳社保局话说得挺有底气：挪
用的是工伤保险基金和社保基金管
理费，规避了原来的劳动部于1993年
发布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管理
规定》的相关规定，“没有造成基金损
失”，还得了些利息。

14年间共动用17.65亿元社保基
金投资 145 个项目，深圳社保局涉嫌
违规操作社保基金已经很长时间
了。人们不禁要问，如果此事不被网
络曝光，这种行为是否还要延续下
去？拿社保基金为自己谋利益者将
参保者的利益又置于何处？

作为社会保险资金的缴纳者，当
居民把保费按缴费规定交给社保局
后，剩下的似乎就是等退休后按月领
养老金了。至于养老金该怎么管理，
人们的想法很简单，由政府管着还有
什么不放心。而对于社保基金的性质
而言，其安全性大于保值性与增值性。

因此，每当有关养老金被挪用甚
至被挥霍的消息爆出，百姓的心都跟
着震颤，禁不住担心自己的“养命钱”
还能不能安稳待下去。

另外，社保部门在基金管理和投
资运营等方面的信息相对较为封闭，
百姓没有渠道知道社保基金的运作、
使用等情况，参保人员的利益如何得
以保障？

科学地拓宽社保基金投资渠道
是方向。但项目都是由谁投资的，投
资多少，赚了多少，利润咋分配，必须
公开透明。仅有一个“还本付息”的
交代，并不能消除公众的疑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