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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出去应酬，多回家吃饭”
一句充满人文关怀的提醒

■林 言

■王 振

“五水共治”，古老学科下的新篇章

取消“重点中学”
何必再评“示范学校”

■高振千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

不争”，老子在《道德经》里如是

论水。因水而兴、因水而富、因

水而美是我们浙南水乡人的共

同标签，再加上年复一年的台

风洗礼，让人更能体会到水作

为生产之基、生态之要、生命之

源的真谛。因为水既“载舟”亦

“覆舟”的双面性，也衍生出了

一门古老而又与经济社会发展

密切相关的学科——“治水”。

中国古代的县官、州官其第一

大任务就是治水，历史上也相

继 涌 现 出 了 很 多 因 为 兴 修 水

利、治理水患而名垂青史的人

物和故事，比如大禹治水、李冰

修建都江堰等。

但是，随着历史的车轮驶

过新的时代，治水的范畴也从

过去单纯的防洪抗旱、治理洪

涝灾害到如今的既兴水利，又

除水患；既保水源，又优水景的

大局面。无论是从国家战略高

度还是广大干群的认知里，大

水利格局下的“治水”都早已成

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基础

产业，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

缺的首要条件，更是生态环境

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一

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

抓治水能够为我们提供一大批

既能向上争取资金、政策，又能

向 下 广 泛 发 动 动 员 的 优 质 项

目，对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具有

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从实际

操作来看，这些年来，抓治水已

经成了老百姓最为期盼的社会

问题，成败与否，立竿见影，也

是最能让广大群众得实惠，政

府取信于民的好法宝。

去年以来，省委、省政府作

出了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

供水、抓节水“五水共治”的决策

部署，并提出了“三年明显见效，

五年全面改观，七年实现质变”的

路线图和时间表。从新闻媒体

上，我们也多次看到我市专题召

开会议，共商治水大计，相继出台

的《关于进一步完善“河长制”的

实施意见》、《关于扎实推进农村

生活污水治理的实施意见》政策

文本，就是对治水最有力地保

障。对于生于水乡、长于河畔的

瑞安人来说，我们该如何顺势而

为，治出转型发展新局面，治出美

丽浙南水乡来，一时成为坊间热

议的话题。

笔者以为，五水共治，首在

治污，而治污非“科学”两字莫

属。过去，大禹从其父鲧治水

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变堵为疏，

科学治水，终获成功。现在，我

们的“五水共治”特别是以污水

治理为重点的治水过程中，都

更应该遵循“科学”两字。一方

面，要认真对照我市各镇街产

业布局、水系分布、污染情况等

特 点 ，区 分 轻 重 缓 急 、先 易 后

难，科学确定建设时序。另一

方面，我们在排放标准确定、治

理模式探索、技术工艺选择上、

管护机制建设、建设资金筹措

上，也都要科学合理，确保启动

一批、见效一片、示范一方。

“纲举目张”，相信在“五水

共治”的‘纲’下，借力全省力推

建设美丽浙南水乡之势、借力

群众高度关注治水之势，我们

必将打赢治水攻坚战，为古老

“治水”学科再绘新篇章！

“ 孩 子 考 上 了 省 重 点 高

中！”今后将不能成为家长们口

中的谈资了。因为浙江省已取

消 了“ 省 重 点 普 通 中 学 ”的 评

选，取而代之的是“省普通高中

特色示范学校”评选。日前，笔

者获悉，浙江省教育厅拟认定

全省 32 所学校为首批“省一级

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温州

市共有两所中学入围，分别是

温州中学和永嘉中学。

“重点中学”的评选始于上

世纪90年代，当时由于浙江省普

通高中在场地设施、师资管理等

软硬件条件都较为落后，为了改

善办学条件，促进高中教育的发

展，提高高考升学率，各县市纷

纷举全县市教育财力、人力，集

中力量办好一所“重点中学”，这

就是后来被人称之为的“县中现

象”。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通

过评选“重点中学”这种举措，一

定程度上促使政府加大对高中

建设的投入，同时也起到了“窗

口高中”的作用。“重点中学”有

优先的招生权，能得到更多的扶

持等，在这样被百般呵护下，慢

慢壮大起来，成为“初升高”的

“香饽饽”。

但是，随着教育形势的发

展，“重点中学”渐渐暴露各种

问题，被人们所诟病，取消“重

点中学”的呼声日益高涨。有

意思的是，这边“重点中学”的

影响还难以消弭，“取消”的号

令还未能奏效，那边“特色示范

学校”评选业已轰轰烈烈开展，

并且纷纷隆重登场，大有“按下

葫芦浮起瓢”的味道。

“特色示范学校”评选名义

上是为推进高中新课改的措施

之一，加快普通高中课程的多

样化、特色化发展和学生全面

而有个性的发展，持续提高普

通 高 中 学 校 的 教 育 质 量 和 水

平 ，可 这 样 的 目 的 能 实 现 吗 ？

既然你学校有鲜明特色，又何

愁别人看不见，用评选的手段

去催生反而有拔苗助长之嫌。

至于能不能“示范”、“引领”，老

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秤去衡量，

恐怕不是仅凭评选就能扭转他

们看法的。

尽管“重点中学”和“特色示

范学校”是两个不同的评价体

系，前者注重的是学校的硬件设

施和教育教学质量，后者注重各

个学校的办学特色和特色课程

开发，但凭目前的评选方式和机

制，很难树立货真价实的典型。

获评总数的严格控制，竞争之激

烈可想而知。许多学校磨刀霍

霍为声誉而评选，一旦评上便刀

枪入库该干吗还干吗，一轮又一

轮的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评选

常常沦为走过场，却无多少教育

实际价值，这也难怪有人评价说

称号的改变反正是“换汤不换

药”。

“特色示范学校”的登场能

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和社会的认

可吗？难道非评选就无以进一

步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吗？老

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心中

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在约定俗成

以升学率评判学校的视线之下，

这“取消”或是“评选”，在笔者看

来都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墙体无水泥、房门用纸糊，小

孩摔跤碰出坑⋯⋯河南省洛阳市

首个村民高层安置房近日因质量

差被网友曝光。

（陶小莫 画）

据媒体报道，最近习近平

总书记提醒党员干部“少出去

应酬，多回家吃饭”。朴实的

语言，语重心长；简单的道理，

意味深远。

“少出去应酬，多回家吃

饭”，是健康生活方式的回归。

无论对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百

姓来说，这句话都非常在理。

物质富裕，生活水平提高，吃的

丰富了，下馆子应酬多了，随之

而来的胆固醇、脂肪肝也高了

多了，对身体的伤害越来越

大。个别领导在酒桌上吃出人

命来的新闻，也时常占据报

端。回家吃饭，炒点青菜下饭，

正是健康生活方式、良好生活

状态的回归。身体健康成为人

们的渴望。而这样的生活方

式、生活状态，却成为一些人的

奢侈品，多回家吃饭吧，这是身

体健康的需要。

“少出去应酬，多回家吃

饭 ”，是 家 庭 和 谐 的 真 情 呼

唤。吃出问题，吃出夫妻感情

破裂、吃出家庭不和谐，这样

的事，现实中时有发生，媒体

上时常看到。应酬多了，在家

的时间就少了，与家人相聚交

流的时间就更少了。一些领

导应酬非常之多，天天这里吃

那里吃，一年之内几乎没有几

天是在家吃的。而现在家庭

成员少，如孩子上学了，而妻

子（丈夫）经常独守厨房，谁会

没有意见？这样日积月累，亲

情就会慢慢淡薄，不和谐因素

就多了。少出去应酬吧，是家

庭亲情的渴望。

“少出去应酬，多回家吃

饭 ”，是 党 员 干 部 清 廉 的 要

求。前几年“三公”经费居高

不下，公款吃喝是腐败的痼

疾。应酬多，不是说影响力有

多大、面子有多好，而恰恰说

明一些领导有多“腐败”。一

些人不计代价请领导吃喝，往

往是有目的的。都说，“吃人

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吃了人家的总得要替人家办

事，这样违纪犯法的事就多

了。酒往往与色连在一起，少

数领导因酒起色，陷入美色的

漩涡不能自拔。现实中，一些

领导干部违纪犯法的案例，无

不说明这样的道理。少出去

应酬，多回家吃饭，远离酒色，

远离伤害吧，这是党员干部自

我保护、清正廉洁的要求。

“少出去应酬，多回家吃

饭”，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员

干部的关心、爱护。以习近平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八项规

定”，坚决反对、狠刹“四风”，又

为党员干部“少出去应酬，多回

家吃饭”提供了纪律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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