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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能“训斥一节课”，
你敢不送礼？

■微论撷英

■洛浦听风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门票免不免，关键看“内功”
9 月教师游景区可免门票，近

期栾川推出的又一旅游政策引发热
议。对此，众网友有话说。

门票到底该不该免？@喊我黄
司令感慨“门票似门神”：把市民想
趁休息去附近景点旅游的热情挡在
了门外。@猫的嫁衣很担心：免了门
票，到时人满为患，景区受得了吗？

部分景区的配套设施还不完
善？@一页西国抱怨：有些景区的餐
饮、住宿条件太差，本来是去享受，
结果却是找罪受。@lvming36 也有
意见：进了景区找景点很费劲，路牌
指示不清楚，好不容易找到了，发现
还是个人造的。@继承人杜齐打趣：
有些景区的厕所真是“遍地都是”！

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大兔
纸想要腹肌认为是“雷同”：各个景
区景色都差不多，久而久之就使人
视觉疲劳，再也不想去了。@白小宁

你好可爱接过话茬：娱乐性也很重
要，景区的发展思维要改改。@月朗
昌谷表示赞同：只有确立自身的特
色，才能吸引游客并找到升值空间。

改变“门票经济”，免门票只是
第一步？@洛阳好备 T：管理要跟
上，游览秩序等仍要保持好。@天枰
座的奶茶：门票免了，吃住行等方面
的价格会不会跟着水涨船高，反而
让游客消费不起？@starloveleaf21补
充道：景区也不能一味商业化，要保
证旅游资源的安全和质量。

当然，正如@张栩翔所说，门票
免除与否还要看景区的实际情况：
跟风效仿可能适得其反，“内功”才
是关键。@starloveleaf21 建议采取

“吃、住、行、游、购、娱”费用打包的
模式：只有提供更好的一站式服务
才能留住游客，让景区、商家、游客
三方都满意。 （王斌 春兴）

龙门 站ee

医学不是万能的，医生也不是
神，不要盲目地把疾病引发的不良后
果简单归咎于医护人员不负责任和
水平低。

——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
人姚宏文谈医患关系

越来越多的县城领导不再送子女
到省城读书，而是送往贫困县高中就

读，与农村孩子争夺政策照顾机会。
——在高考改革背景下，各地重

点高校招生政策通过多种方式向贫
困地区农村学校倾斜。海南一贫困
县老师接受采访称，基层官员子女与
农村孩子争夺政策照顾机会，而一些
官员利用影响力将子女改回农村户
口并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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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近日，哈尔滨一女班
主任因教师节没有收到学生的礼物，训
斥学生一节课，随后学生凑钱、贴班费
为其买礼物。该县教育局通报称，已令
涉事班主任退回礼物，撤销其班主任职
务并停止其教学工作。此外，该班主任
与校长均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详见
今日B03版报道）

教师节刚过，对教师的礼赞言犹在
耳，却爆出班主任因未收到礼物而咆哮
课堂之事，这虽属个案，但其折射出的
深层次问题亦值得探讨。

该不该送礼？这本来不是个问
题。教育部门说得多了，老师们也承
诺再承诺。今年 7 月，教育部还专门
出台了 6 条禁令，禁止教师以任何名
义收礼，狠刹教师失德收礼的不良风
气，但这样的禁令显然没有多大的可
操作性。因为“送”与“被送”的基本是
利益共同体，除非为了“钓鱼”，否则谁
会一边给孩子的老师送礼，一边去实名
检举？

于是，有人批判家长的投机心理：
以礼物为“润滑剂”指望老师“特别关
照”。这话说得没错，家长与老师间的

“礼尚往来”永远是单方面的，属于权
力资源的赎买。主动投其所好，是为
孩子好；被迫随大流，也是怕被老师记

恨。如果不能约束教师在职务行为中
自由裁量的权力，又怎能禁绝家长送礼
的行为？

今年，有媒体对广州的家长进行民
意调查，数据显示，超半数家长称会给
老师送礼。这样的数据并不稀罕。值
得追问的是：教师节过去，有几个老师
因为收礼而被禁令吓住了呢？

前几天，江苏扬州一疑似幼儿园老
师甚至在网上炫耀有家长送大闸蟹，直
言“更喜欢人民币”。真相也好，高级黑
也罢，都反映了一个令人心照不宣的事
实：在约束教师收礼层面，制度与监管
所秉持的“不诉不究”原则，基本被现实
所归谬。

她敢“训斥一节课”，你敢不送礼？
这话当然不是要对这个班主任落井下
石，而是在提醒大家，在教育自由裁量
权力无限大的环境下，若不能约束好执
教者挟私报复的“合法伤害权”，家长又
如何能心安理得地不送礼？

一节课怎么上，家长不知道；体罚
或“心罚”，孩子不说或不能分辨，家长
还是不知道。监督这回事，对于教育而
言，基本是“家事”。这是家长选择送礼
求心安的根本所在。要真正让教师职
业风清气正，透明的职务行为、给力的
外部监督，才是有效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