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本中心发展需要，现招专职语文教师若干名，主要从事中小学语文作文教学、

阅读辅导，要求有一定教育培训经验，责任心强。实习 2 个月（依据个人表现可适当

缩短实习期），期满后签订劳动合同。周末上课，周一至周五可按自行调整实行双休。

有意者请电话联系：66883918 66887100

或将简历发送至邮箱：37518076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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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说

[微 评]

信用缺失，让其丢官又何妨

“二次半价”，公交“优”起来
■王国荣

实业兴则经济兴
■薛建国

河北省正定一中为高一、高二学生发了夏季校服，材质轻薄，学生内衣清晰可见。校方称

这是出于凉快的考虑。 （陶小莫 画）

“不少企业的发展告诉我们，坚守实业的

比多业运作挣快钱的要强，创新能力强的比固

守老路的要优。只要真正坚守实业、坚持以创

新提升竞争力，不管碰到这个风波还是那个风

波，企业都有抗风险能力，都能稳健发展甚至

逆势增长。”这是日前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

陈德荣到我市调研振兴实体经济工作所讲的

一段话（详见5月24日一版报道）。

在这里，“坚守实业”四个字可视为温州的

发展方略。上周《南方周末》有篇长文，题为

《温州僵局》，描述当下温企生存窘境，以及窘

境的生成之因，文章结尾说“通往未来的道路

上，茫然的温州人仍在寻找”。窘境是困局，而

事实上，温州已找到了破局之招：脱虚向实。

温州的发展，制造业是根本，即实体经

济。然而，随着矿产资源、房地产、造船和

金融投资等资金密集型行业的兴起，很多温

州民营企业跳出本业，实行多元化扩张：全

国各地炒房、山西投资煤矿、四川收购油

井、新疆收购棉花⋯⋯资本炒作投机成性，

使得许多人不愿意踏踏实实做实业，而是整

天想着一夜暴富。炒楼可以一夜成老板，做

实业可能十年没进展，这一导向使得资本、

人才和信贷等资源都弃实业而去,投入到投机

炒作领域，使得实体经济空心化，在经济上

行周期内，尚能确保无恙，但是一旦经济处

于下调周期内，后果不堪想象。

资本炒作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支撑，温州

企业主要资金来源于银行信贷和民间借贷，

负债率高，风险性大。金融危机来袭，温州

震感最为强烈。部分企业主出走演变为民间

借贷链条断裂、借贷中介倒闭的态势。个别

企业主“跑路”导致企业与银行贷款担保的

互保圈断裂难以续贷。借贷危机通过互保、

赊销、供应链、相互借款等链条又不断扩散

和蔓延⋯⋯温州资本从投机炒作最大的受益

者沦为泡沫破灭最大的受害者。温州走了一

段“脱实向虚”的弯路。

温州问题实际上是实体经济的空心化问

题，脱虚向实是一种正确的回归。这也是符

合中央精神的。2011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

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

础”，此后召开的金融工作会议也指出，从多

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

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坚决

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

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防止出现产业

空心化现象。

“虚”是害，“实”可兴。有媒体报道，

在严峻的事实面前，很多热衷资本炒作的温

州人开始转战实业，放弃楼市暴涨投机赚钱

的幻想，真正开始建立信心脚踏实地做事

情。陈德荣书记在我市走访的几家企业，可

以说是尝到了“坚守实业”甜头的。因为懂

得坚守，风波浪里方可岿然不动。

实业兴则经济兴，而兴实业必须要有一

个有利于实业发展的政策支撑和良好环境，

其责在政府。政府应为民营资本扫清一切障

碍和阻力，将民资热钱引入实体经济，让民

营实业真正成为经济内生增长的发动机。

在 苍 南 ，有 一 些 干 部 要 坐 不 住

了。一纸名为《干部信用管理暂行办

法》(下称《办法》)的公文，通过一系列

标准，将该县十镇两乡和局级机关所

有的公务员和事业人员，按分数高低

分为 A、B、C 三个等级。评为 C 级者，

不得晋升；信用差的，甚至可能会被责

令辞职、免职、降职等（详见本报5月16

日9版报道）。

诚信是一面镜子。干部在信用上

缺失，就难为一个好干部。让信用差

的干部不得晋升，甚至责令辞职、免

职、降职，这又何妨？

苍南县对干部实行评分管理，20

名干部因信用不佳而影响任用，这是

让干部严于律己的好开端。只是，让

人担心的是，这种对干部实施信用管

理能否长久坚持下去？毛泽东说，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们对

干部的管理，也应该要“认真”起来，

应该雷厉风行地执行管理制度。也

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让干部失信于

民。也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干部长期

保持一种为民着想、有信于民的领导

作风。

（胡新华）

堵车，是件很闹心的事，它已经越来越

成为现代“城市病”，而且病得不轻，几成顽

疾。如果到了“顽疾”再治，且仍是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不治根本，那恐怕是没治了

——比如先后在一些城市出台或者欲将出

台的“限行”、“限牌”、“限购”及“涨停车

费”、“收拥堵费”等政策。结果怎样？还不

是一个字：“堵”！从“路堵”之烦，一直发展

到“心堵”之痛，“治”之呼声愈高。但是，怎

么治，很多地方仍是一筹莫展，顶多如“止

痛片”一时缓释之效。

欣闻，温州市正在谋划进一步提高公

交出行对市民的吸引力，今年 6 月前，将出

台针对鼓励公交换乘的“第二次半价”政

策，市民只要用市民卡或公交卡刷卡坐公

交车，半小时内再坐车可半价，两小时内再

坐车打 8 折⋯⋯（详见本报 5 月 23 日 10 版

报道）。这不失为一帖治堵良药，如果能吸

引更多百姓优先选择公交出行，至少能对

缓解城市拥堵起到一些实实在在的作用。

报道说，公交优先是我省治理城市拥堵的

重要举措，也是治堵工作开展以来温州市

治堵的主要着力点之一。

“公交优先”喊了很多年了，但是真正

重视实施的还不多，或者说以此来缓解交

通拥堵的力度还不大。从一些发达国家的

例子看，要让城市道路不拥堵，要让更多人

愿意少开车出行，还得靠公共交通的发达

与便捷。尽管现在我国一些大城市有了地

铁，但毕竟起步晚，不可能四通八达，还是

需靠地面交通换乘到地铁站或最终目的

地。因此，把公交优先作为治堵的主要着

力点之一，应该说是比较靠谱的。而靠限

这限那、收费涨价，皆一时之计，终不见出

路，且把烦与痛都转嫁到普通市民和有车

一族头上，牺牲的是大多数民众的利益。

公交优先，“优”在哪里，“先”在哪里？

温州“二次半价”至少体现了其“优”：为治

堵，政府首先勇于承担，“每年要补助上千

万元”的钱，给需要换乘的市民半价或 8 折

“优惠”，以此吸引更多市民优先选择公交

出行，至少有望在一定程度提高市民对公

交的选择几率；还要出钱增加和更新车辆，

保证路权，提高公交运力与行驶速度，这也

体现了其“先”。

作为治理城市拥堵的重要举措和主要

着力点之一，公交优先就得突出它的“优”

与“先”。像有的城市主要道路设有“公交

专用道”，其他车辆一般情况下不得驶入。

但由于城市道路功能的先天不足，不可能

条条路都有专用道，一旦遇堵，体大的公交

车还是没辙。因此也必然影响市民对公交

的选择几率。所以还得多措并举，让公交

尽快优先起来，鼓励更多市民少开车的同

时，也应该鼓励单车、电动自行车出行。

当然，发展公交，让公交真正优先起

来，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当务之急。温

州“二次半价”之举，在各大城市包括县市

都可以复制，倘若效果好，道路状况也符

合相关要求，瑞安可直接效仿。在公交优

先的同时，还得对乱停乱开等违法交通下

猛药治理，扫清公交优先中的一切障碍。

近日教育界发生两起“下跪”事件：一是

5 月初，湖南省怀化市芷江县杨公庙学校校

长杨文军在一番“慷慨激昂”的训话后，突然

“扑通”一声跪倒在全校 700 多名学生面前，

流着泪劝学生们要好好读书；二是湖南省娄

底市一中英语老师谭胜军制止学生冲突后，

突然向学生下跪。

据两位当事人称，校长给全校学生下跪

是尝试一种新颖的教育方式，教师下跪则是

为了“唤起班级正义、震撼和唤醒孩子们”。

有关报道还提及了校长和教师“下跪”后产

生的“美满”效果：学生乃至家长都被感动得

“一塌糊涂”，似乎一下子“懂事”、“认真”

了。如此异端的教导行为虽然能感动学生

一时，但能感动学生一世吗？久而久之，倘

若学生面对这样的教育方式熟视无睹、无动

于衷，那么，校长和教师还可以亮出什么样

的教育“杀手锏”？

当今的学生绝大多数为独生子女，大

多在家里被家长宠爱、溺爱惯了，十分娇

气，有些学生养成了不良的生活、学习习

惯 和 行 为 ，非 常 难 感 化 ，这 是 不 争 的 事

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针对这些学

生的改良，有的苦口婆心当耳边风，有的

“好心当作驴肝肺”，有的铁石心肠屡教不

改，作为老师“恨铁不成钢”，不能打不能

骂，甚至不能批评，在此情况下，为人师者

只好使出诸如“下跪”之类下策，来规劝、

感召学生。

然而，这些以牺牲和丧失教师之尊严的

“下策”，或许能缓解“燃眉之急”，却不是解

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只能损坏和辱没教师的

尊严和形象，是教师缺乏自信的表现。试

想，如果教师在学生面前威信扫地，连最起

码的尊严都没有，那还有什么权威和脸面来

开导学生？教师可以放低架子，或者蹲下身

子，用适当的方式和实际行动体现真正的以

学生为本，但绝不是拿自己的尊严卑躬屈膝

地作为代价。

大 家 知 道 ，过 去 的 教 育 只 有 学 生 给

老 师“ 下 跪 ”，今 天 不 能 反 其 道 而 行 之 。

当务之急，教师应当重建职业的尊严，培

植和凭借自己良好的形象言传身教，让

学 生 口 服 心 服 ，而 不 是 用 非 常 之 举“ 征

服”学生。当然，这更需要全社会齐心协

力重建“师道尊严”。只有这样，教育才

能顺应公序良俗进行，否则，做教师的情

何以堪？

教师“下跪”
能让学生“站起来”吗

■高振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