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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说

从打“苍蝇”看“村官”权力
■薛建国

应该不再有“应该”
■王国荣

佛山一名公交车司机因不满公司处罚，开着公交车狂撞路人，致10多人受伤。

（陶小莫 画）

“用了近10年，真该改改了。”近日教育专

家呼吁修订中小学生守则的新闻让我们猛然

发现曾经耳熟能详的《中小学生守则》确实有

些老了。无论是对比“遇到危险可以打破玻

璃，破坏家具，也可以自己先跑”这样“实用

型”的英国《小学生守则》，还是对比“称呼老

师职位或尊姓，按时或稍提前到课堂”这样

“操作型”的美国《小学生守则》，我们的都显

得苍白和生涩。

我国最早版的《小学生守则》、《中学生守

则》发布于 1981 年。这两个守则在 1991 年、

1994 年和 2004 年历经多次修改，对中小学生

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以及学校形成良好的校

风、学风、教风等都起到了重要作用。2004年，

教育部将《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合并

为《中小学生守则》，并对内容进行了调整和补

充。现在又是十年时间过去了，无论是中小学

生的身心，还是社会环境的发展，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面对出现的新形势、新事物、新问

题，《中小学生守则》无疑有及时修订的必要。

纵观我国的《中小学生守则》，太注重培

养“标准式”人才，太注重从大处着眼，却往往

忽略让孩子从现在、细节做起；虽说也经历了

变革，但毕竟很多地方显得原则、空泛、流于

口号。《中小学生守则》应该倡导学生从能做

到的小事做起，从现实中必须做到的事做起，

这不仅体现出教育者实事求是的作风，更是

在培养下一代脚踏实地做人的品质；在培养

学生的社会化规范同时，不能忽略培养其个

性化成长、独特的价值追求等。

相比之下，英、美国家的《小学生守则》比

较人性化，强调实用、通俗易懂、容易操作。

比如：英国《小学生守则》自我保护要求的“背

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不喝陌生

人的饮料，不吃陌生人的糖果”；美国《小学生

守则》在学校里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所有作

业必须是你自己完成的”、“当老师提问且没

有指定某一学生回答时，知道答案的都应该

举手回答”等等，其内容都非常浅近、具体，没

有大话、空话。尽管国情不一样，也值得关注

和借鉴。

现在的中国孩子在成长中面临的诱惑和

危险比过去大得多，我们需要给予他们更多

的关爱和保护，毕竟身心健康是一个孩子快

乐成长的前提条件。《中小学生守则》需要直

白地告诉孩子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应该

怎么做，配合课堂上的知识传授，以大人们的

经验去帮助他们，这才是真正的德智美一体、

全面发展的教育模式。

《中小学生守则》既需要增加符合时代特

征的内容，牢牢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更需

要贴近中小学生生理、心理特点，使教育具有

针对性和明确性，而不是太过于追求全面，追

求拔高的立意和飘渺的目标。

亲生母亲将一个多月大的婴儿“寄养”他

人后玩起了失踪，让不堪“抚养”重负的六旬老

人施林华既无法将孩子送还其亲人，又不能将

孩子送到福利院，困境之中只能向媒体求助

（详见本报8月22日5版报道）。

“妈妈，你为何不要我了？”这是人伦道德

替可怜的初生婴儿发出的诘问——降临人世

才一个多月，就没有亲娘的奶吃，甚至突发高

烧亲娘也断然不来看望；也是社会舆论向这般

绝情母亲发出的谴责——孩子是自己心头的

一块肉，怎么如此狠心？

3个月过去了，原先承诺的每月3000元抚养

费没付，连奶粉、衣服等婴儿用品都没了着落，

这让本不富裕的老人施林华备受煎熬。身为孩

子母亲的黄瑞娥这样撒手不管，一去不返，与

“弃婴”有什么两样？这关乎一个婴儿生命与健

康安危的事，该有个部门来过问一下的。

非常遗憾，当有群众急难时，陷入困境时，

却是求告无门。据报道，施林华老人的儿子叶

世隆向陶山派出所报案，但该派出所告诉他黄

瑞娥户口在安阳街道，应该向安阳派出所报

案；可向安阳派出所报案的叶世隆又被告知，

事发地在文成，应该向文成峃口派出所报案。

不知道什么叫“应该”，这个“应该”之后，又出

那个“应该”，这不幸的“弃婴”似乎成了个“烫

手山芋”。这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维护一地

治安的公安派出所应有之为吗？是不是还“应

该”让县局长、市局长等领导来受理此事？

为一个“弃婴”，叶世隆来回奔波，总算在

文成峃口派出所见得一线希望，民警帮他一同

寻找孩子的其他亲属。但是，一大圈找下来，

却又是一个“应该”——应该向福利院寻求帮

助。可是“送福利院需要家属签字或写书面证

明”，这下又难倒了叶世隆，没人来签字证明。

对应“应该”，我想假设“如果”——如果这婴儿

被丢于野外，难道就让他任野狗毒虫噬咬？不

应该有这个“如果”的，那么公安机关必然要介

入，孩子一定会暂送福利院，最终查到婴儿的

父母或亲属，并可依法采取强制措施。

我们不妨对照一下《治安管理法》第七十七

条、第七十八条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对报案、

控告、举报⋯⋯应当及时受理，并进行登记”，

“认为属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立即进行

调查”；《警察法》第二十一条：“对公民提出解决

纠纷的要求，应当给予帮助；对公民的报警案

件，应当及时查处”。所谓的应该由户籍地、住

所地、事发地受理，都不免推脱之嫌。

现在这个无名的“弃婴”，抚养、接收问题成

忧，暂时寄养的家庭陷入困境，应该由谁来受

理、处理这事，应该说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危

难之处显身手”这首歌人们耳熟能详，更何况有

相关法律的规定在，应该不再有“应该”。

永嘉县江北街道新桥村“村官”受贿案有

新进展。7 名被告人因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

罪、职务侵占罪等，近日被永嘉县法院一审判

处有期徒刑5年8个月至6年6个月不等。法

院查明，7 名被告当中有 3 人为新桥村“两委”

成员。

受贿村官是典型“苍蝇”，官职虽然不大，

但贪腐的胃口不小。2007年下半年，某房产公

司为感谢村“两委”对该公司取得该村安置房

代建权以及在项目开发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决

定拿出该公司以成本价享有的安置房中的12

套，每套以成本价 40 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村干

部及相关人员，而这些房子每套实际价值在80

余万元至 120 余万元不等。权力等于真金白

银，这些购房者自是捡了一个“大宝”。

这事再次提醒：村官的权力不可小觑。

苍南县灵溪镇岩头村村民曾在网上实名举

报：本村党员陈庆转在苍南县拥有房产 53

套，总价值高达 4715 万元。陈庆转只是自来

水厂的一名普通职工，如村民所说，按照他的

工资水平，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房产。村民直

指这些房子多数为其兄长陈庆锥所有。因为

陈庆锥是村支书，有这个能力。后经苍南县

纪委调查核实，兄弟名下现有房产 10 处，已

转让房产19处，另有17处产权尚不明确。

农村最可宝贵的是资源，土地、山林、矿产、

江河等，谁当上村官，即意味着拿到了资源的支

配权。随着城乡统筹发展步伐的推进，农村土地

等生产要素变得炙手可热。

古时，芝麻官尚有七品，而当今村干部是

不入“品”的，就是说连芝麻官都算不上，但这

不影响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名是虚的，权是实

的。江边滥采砂石屡禁不绝，占用这些资源

的大多是村干部，有的直接当老板，有的暗中

参与，大的砂场一天有几十万元的收入。在

一些农村，村干部早过上奢靡的日子，开豪华

轿车，住别墅，“二奶”一包好几个。

权力同时意味着身份。一个人，不是说有

了钱，有了情人，就有了身份，身份多指在官场

吃得开。现在村主任不但有钱，而且还有身

份，他们的身份主要还是取决于他们对资源的

支配权力。上级某个部门或某个领导，看中村

里一方背山邻水的土地，想把祖坟迁过来或在

这里建别墅，这时，他们就会放低身段，主动上

门求村主任帮忙，过不了村主任这一关，一切

休想。因为有资源在手，村主任就有了许多官

场人脉。一不小心，就当上个什么人大代表或

政协委员了，而孩子们也会跟着一道“出息”

了，有的坐进了机关大院，有的则穿起制服戴

上了大盖帽⋯⋯

因为权力难以受到制约，村官腐败现象

已十分严重。有的利用手中权力私分集体

款，有的克扣发给农民的征地款，贪污扶贫、

救灾款等。对村官最有力最有效的监督，可

以来自于上级部门，也可以来自于司法部门，

但最不应该忽略的是来自于鸡犬相闻的村

民。村民若能真正当家做主，村官就没了腐

败的温床。

《中小学生守则》也该与时俱进
■高振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