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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怕有“证”的也胡来

■洛浦听风

谁逼着家长联名“求补课”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乱作为，说到底还是因为利益。个别执法部门和人员一旦无利可图，即使拿着执
法证，他也不愿意管事！

本报报道，我市日前制定出台了
《洛阳市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执
法人员不“亮证”，或者超越行政执法
权限和区域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可拒绝。

新闻要放在一起看才有意思。昨天，
一则新闻在全国都很火：成都市民李先生
称，几天前，出江工商所所长到自己的糕
点店，在没有对店内糕点进行检测的情况
下，称糕点添加剂超标，最终处罚1000
元，开出的收据是一张白条。该工商所所
长称，只要交钱就可以保一年平安。

这名工商所所长，是实实在在有执
法权的。按常理看，处罚本区域违法经
营的糕点店，似乎也在其执法权限内,但
谁能说该所长不是在胡来？所以，规范
执法证件的管理很重要，但更重要的
是，对个别“有证”的和执法人员乱检
查、乱罚款、滥用职权、吃拿卡要的行为
实行零容忍，要敢于、善于动真格整治。

无处罚依据，可讨价还价，交钱就

可“买平安”，这是一些基层执法部门
的真实状态。为检查而检查，为收费
而收费，为罚款而罚款，合法的被伤
害，非法的被保护，结果必然是发展环
境恶化，市场混乱难平。最可怕的是，
那些难伺候的“小鬼”，真的是“有证”，
真的是能管住你！

乱作为，说到底还是因为利益。
个别执法部门和人员一旦无利可图，
即使拿着执法证，他也不愿意管事！

是啊，端掉一个黑诊所可能没啥“好
处”，警告一个半夜施工扰民的工地可能
只是“得罪人”——这时候，该他管他也
不管了，只等着市里、省里甚至全国“集
中行动”，才跳出来“亮证”“亮剑”。

报道说，我市有列入绩效考核的
市直行政执法机构40 家、登记在册的
行政执法人员8700多名。我们希望的
是：在该出现的时候，这些执法人员显
得特别多；在不该出现的时候，这些执
法人员显得特别少。

当血气方刚的青年，不再动辄把
“安全感”放在嘴边、想着在“铁饭碗”里
寻求安稳，我们的社会才会活力奔涌。

——《人民日报》评“公务员热”，劝
年轻人不必迷恋公务员这个“铁饭碗”，
称随着聘任制的逐步推进，“铁饭碗”的
打破只是时间问题

针对一个竞争性行业，定价问题，
不宜简单拿成本来说事。

——经济学者马光远评论央视报
道星巴克咖啡高价暴利

食品与药品不同，上市前不需要做
人体实验，（我）从1999年起已连续14
年吃转基因大米，至今身体无恙。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抗虫转基
因水稻新品种培育”项目负责人林拥军
透露，转基因大米正做猕猴喂养实验，
他自己已连吃14年

【新闻背景】成都金堂部分学生家
长要求学校为6年级的学生在下午4
点半放学后再多加一些补课时间。为
此，学生家长们自愿向学校交了400元
的补课费。补课费交了不到一个星期，
学校宣布不补课并退了钱。此后，数十
名家长联名要求恢复补课。当不补课
的消息传来，学生失望，家长急哭。（10
月21日《成都商报》）

尽管当地教育局回应，望“多给娃娃
点成长空间”，但在家长或学生眼里，可能
小升初的成绩比“成长空间”更为实惠。
这就像素质与高考成绩一旦对垒起来，恐
怕更多人还是倾向后者一样。这不是市
侩选择，而是现实情况下的生存焦虑。

家长联名“求补课”，甚至连小学生
都希望“被补课”，这显然不能视为简单
的群体癫狂——这样的选择既有现实
性，也有性价比：一者，一家学校不补课，
不代表所有学校不补课；城里学校不补
课，不代表乡下学校不补课；集中起来不
补课，不代表分散下去不补课……在教
育偷跑已经成为明规则的当下，谁恪守
规则，反而“很傻很天真”。

二者，就算所有学校都真不补课，也
架不住商业补课机构的搅局，且不说市场
上的补课行情已经令家长大呼吃不消，相
比之下任课老师更熟悉孩子的学业情
况。一句话，400块钱一个学期的补课费，
不仅价廉物美，也更让家长放心安心。

地方教育部门向补课说不，这自然
是权力作为的好事。但如何保证教育执
法的效率与常态，以及让孩子的“成长空
间”兑现为人生博弈的硬通货，这显然又
不是地方教育部门能做得了主的事情。
这样的纠结，恰恰是中小学减负的尴尬
现状：不减负，学生的拉杆书包受不了；
当真减负了，校内负担校外补，家长的钱
包更受不了，反而导致更多乱象，揪心又
操心。家长宁可选择校内补课，不过是

“次坏选择”罢了。
症结究竟在何处？说到底，升学评

价体系的“牌坊”岿然不动，逼着学校、
学生与家长唱素质教育的大戏，谁当
真，谁就当真要输了这一局。

破解家长联名“求补课”之悲怆，只
是让不得不癫狂的家长“淡定淡定”，有
用吗？

■微论撷英

江苏男童模仿动画片情节，将
两名小伙伴烧成重伤，令人触目惊
心。本报昨天报道，一伊川5岁男
童模仿“熊大”吃蜂蜜，捏起一只马
蜂吞下肚……孩子受伤害，是否该
归罪于动画片的“粗俗与暴力”？
如何让动画片不再“绑架”儿童？
对此，网友议论纷纷。

现在的动画片确实有问题。
@随薏_宵：儿童片成人化，天天抓
羊啊、追熊啊、砍树啊，打打杀杀
的，谁敢说对健康无害？@全景洛
阳更是赋诗表悲观：常忆动漫无
数，或喜或悲或酷。冷眼看今朝，
糟粕低俗遍布。

全盘否定似乎也不合适。@
月朗昌谷：小时候看《大闹天宫》，
也没人说太暴力啊。@夏之辉豆：
不该因个案恰好对上了某个情节，
就否定国产动画片。@凌霄LingX
认为，夸张手法都不让用，那国产
动漫还有发展空间吗？

家长在干什么？@laoer: 问题
出在孩子，责任在于家长。@洛阳
李渊博：孩子被捆绑烧烤时，家长
在哪儿？孩子吞下马蜂时，家长又
在哪儿？@詹娜nn：如今的爹地妈

咪，是不是都太忙了，直接把小朋
友放在电视机前，只管自己省心？

为免遭毒害，让孩子与动画片
“绝缘”如何？@a打伞的鱼a：不现
实，也不应该。@Hailie 这次真长
胖了：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什么
圣斗士星矢、变形金刚、葫芦娃，哪
个不比喜羊羊暴力血腥，也没觉着
给我童年带来负面影响。

家长只好多付出一点儿吧。
@Miss杨小六：抽空和孩子讨论动
画片的情节人物，帮孩子识别善
恶。@路延熹：父母不能只顾忙，
而疏忽了陪伴孩子，更不能让看电
视、玩电脑成为孩子消除寂寞的主
要方式。

社会也不能等闲视之。@洛
阳屌丝：制作单位不能为追求收视
率而忘掉了社会责任，任由动画片
中的不良情节泛滥，成为浸染毒害
孩子的心灵毒药。审查与播出机
构也要制定相应措施，从严把关，
过滤毒素。 （魏春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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