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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实习，从简单的事做起
■胡新华

■王国荣

“救命钱”得有追偿机制作保障

打造阳光司法
建设法治社会

■金 粟

武汉女硕士开跑车闯红灯，出示学生证求半价处罚。 （陶小莫 画）

将于 8 月 15 日正式实施的

《瑞安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

助基金管理办法（试行）》及《瑞

安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管理操作规程（试行）》，对交

通事故当事人以及医疗机构都

是个利好消息（详见本报 8 月 6

日第2版报道——编者注）。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

金，通俗说就是“救命钱”。尤

其对交通肇事逃逸事故中的受

害方来说，是一件救急救难的

事，体现政府人文情怀，起码经

申请、审批后，事故受害者先期

的医疗费用有了着落。因此，

各地自然都把这一基金称为

“救命钱”。这也是社会的进

步，政府服务职能转变的其中

一个标志。

新出台的《办法》规定，救

助基金抢救费用垫付额度每人

最高限额为 3 万元。我们暂且

不表额度的多与少，也暂且不

议“11 个工作日内到位”的流程

与“应急”是不是有所“脱节”，

想来办法、规程是死的，人是活

的，医院也不可能见死不救，何

况都有“绿色通道”在，也不用

太“急”。此事纠结的倒不在于

给不给救、费用怎样审核，而在

于这垫付的“救命钱”最后追偿

起来是不是很麻烦。

所谓“垫付”，意思很明白，

就是要还的，要向事故责任方

追偿的。但是，如果到了“追”

这个份上了，这事也许已经遇

到了麻烦。碰到个老实的、有

偿还能力的肇事人，可能不成

问题。如果碰上个从撞人一开

始就逃逸、毫无诚信的无赖或

者没有偿还能力的肇事者，那

怎么办？如果他两手一摊，“要

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怎么办？

也许有人会说，法律不是

吃素的。但现实很复杂，法律

也不是万能的，有的逃逸了，你

一时找不到他甚至根本抓不住

他，还有的确确实实是砻糠里

榨不出油来。那这些个烂账、

死账是不是会摊在政府头上？

久而久之，地方财政便成了“倒

背钱筒”的主。我想，这个“蚀

本生意”，地方政府是难以为继

的，尤其财政本不富裕的地方

政府，恐怕很难再“人文情怀”

下去。到时，虽然办法和规程

都 在 ，但 恐 怕 也 只 能 徒 有 一

“纸”空文而已；至多，制度仍然

执行，但“审”与“批”恐怕会下

不了那支笔。

当然，但凡试行办法总有

个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过程，

但一个制度最好在顶层设计和

施行前就把它配好套。因为以

往常有肇事者为逃避赔偿责

任，变卖车辆、玩人间蒸发的

“悬案”发生。所以一旦逃单赖

账的问题多发，救助基金恐陷

“坐吃山空”之尴尬境地。到时

如果账面窟窿大了，“试行”不

下去，就有可能导致已经出台

的制度半途抛锚，那势必影响

公信力。

为此，好事还得做好。在

办法和规程之外还得配套个追

偿机制，并且这个追偿机制要

以立法的形式赋予救助基金管

理机构追偿权实现的法律保

障，从而保障救助基金常态化

良性运行。现在仅出台个不具

法律效力的地方性办法和规

程，以及无法律主体资格的一

个部门组成机构，要想做好做

久“救助”可能是比较吃力的。

扫地泡茶递扳手，街头问

卷遭白眼，大学生暑期实习很

失落：为什么不要工资、食宿

自理，还要被人嫌弃？（详见本

报 8 月 8 日第 6 版报道——编

者注）。

其实，论及大学生的失

落，根本原因在于眼高手低，

理想与现实的偏差。读了大

学就可以获得理想的工作岗

位，读了大学能够有更高的收

入，甚至是读了大学就可以过

有品位的生活……恐怕这是

很多人从小受到的教育，可能

也因为此，很多大学生自认为

是干大事的人，因此不屑于扫

地泡茶递扳手的事儿。

其实，能把地扫干净，也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信，让

大学生和清洁工阿姨比比，看

谁扫得更干净；其实，能把茶

泡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

信，让大学生和茶水服务员比

比，看谁的茶泡得更香；其实，

能递好扳手也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不信，让大学生和工程

师的助手比比，看谁递扳手更

专业……而专业的人才都是

哪里来的呢？不是象牙塔中

培养出来的，而是在社会生活

实践中一点一滴锻炼积累出

来的。其实大学生出来实习，

可不能小看了扫地泡茶递扳

手等，如果能把这些活儿做好

了，相信其今后出来工作也容

易进入角色。

看过一则故事，讲的是一

个实习生在酒店为期三个月

的实习生活里，做完自己应该

做的一切后，还专门注意剩

菜，哪盘菜基本没有人下箸，

哪个盘子吃得最为干净。不

仅如此，他还品尝剩菜，记录

剩菜，征求食客意见。实习期

满，他把自己记录的一切都归

纳、分类、分析、总结，然后，把

所有记录交给了酒店的总经

理。后来，酒店总经理就致函

这个实习生，不仅打破了招录

惯例，而且还任命其为该酒店

餐饮部经理。

不要说机会不青睐你，那

是因为你的付出还不够多。

试想，假如酒店的实习生抱怨

自己的实习生活是端菜送碗，

别说任命其为餐饮部的经理，

就是能否招录进酒店也是一

个未知数。

“ 一 屋 不 扫 ，何 以 扫 天

下”，大学生实习应抑制住自

己那颗浮躁的心，从简单平

凡的事情做起。不要再抱怨

扫地泡茶递扳手，这也是一

个个难得的锻炼机会，在家

你未必有机会做或想到去做

呢，也只有当我们善于利用

这些机会，把一件件小事情

做好，我们才敢说自己将来

可以大有作为。

近日，在北京等地打着

“贵族熏陶”、“绅士气质”、“淑

女风范”等招牌的“贵族运动”

培训班异常火爆，击剑培训班

300 元一课时、儿童马术训练

营 7 日 7800 元……尽管这些

“贵族运动”培训价格不菲，但

心甘情愿掏腰包的家长却不

在少数，连长期班和周末班也

陆续有家长前来预约。

在人们的印象中，随着假

期的来临，各种“培优辅差”培

训班人气爆棚早已不是什么

新鲜事了。但是，像高尔夫、

马术、击剑、网球等这样动辄

上万元培训费的“贵族运动”

受到家长的热捧，还是出乎大

家的意料之外的。很多人不

解：“贵族运动”真的可以培养

出孩子的“贵族气质”吗？

假期，本该是自由、舒适、

快乐的，是孩子紧张的身心得

以放松的最好时机。可现在

很多孩子被父母送进了各种

培训班，成了暑期里名副其实

的“加班族”。然而，相比于参

加奥数、作文、英语等各种纯

学科辅导班，安排孩子进行体

育运动，增强他们的体质健

康，这算是观念上的一种进

步。换言之，像高尔夫之类的

“贵族运动”，倘若家庭经济条

件允许，让孩子偶尔参与其

中，体验一下，也未尝不可。

但如果希望孩子通过学习“贵

族运动”，来速成所谓的“贵族

气质”，或者期待“将来考一些

国 家 的 名 牌 大 学 还 可 以 加

分”，则又陷入了另一个极端

和误区了。

其实，对于家长们试图通

过各种途径把孩子培养成知

识、气质俱佳的优秀人才的想

法，我们完全可以理解，毕竟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美好愿

望本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

非。但做任何事都不能急功

近利，不能短视也不可过头。

所谓的“贵族运动”，充其量只

是一种花销不菲的运动而已，

如果企盼骑几次马、打几天高

尔夫就能够训练出“贵族气

质”来，那未免太功利也太一

厢情愿了。商家们标榜的“贵

族气质”不过是为了“来钱快”

而抓住部分家长虚荣心理所

祭出的一个噱头罢了。

花钱买不来气质，财富也

堆砌不出贵族。真正的贵族

气质，不是暴发户心态，更不

意味着养尊处优，悠闲奢华的

生活方式，它不仅拥有健全的

身体，健康的心理，也蕴含丰

富的文化涵养和自由的灵魂，

同时还充满了勇于担当的社

会责任感。它是一种以责任、

勇气、自律等一系列价值为核

心的自尊精神。

当然，对于当下的中小学

生来讲，在人格形成的这一关

键阶段，他们除了需要真正的

贵族气质，更需要吃苦耐劳、

顽强拼搏的精神。很多伟人

正因为少年时期贫苦，才造就

了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成就

一番大事业。让未成年人过

度消费，不仅培养不出贵族气

质，还会弱化他们的意志品

质，误导他们正确的价值判

断，从而养成大手大脚的消费

观念和追求物质、奢侈攀比的

不良习气。

说到底，优秀的品质不是

骑马或打高尔夫就能培育出

来的，一味在形式上追求贵族

的生活，只会徒留“东施效颦”

的笑柄。

网上直播庭审、开通 12368

热线、实现诉讼档案分类自助

阅卷……市法院务实创新，着

力打造阳光司法（详见本报8月

7 日第 2 版报道——编者注），

这对我市建设法治社会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

2011 年 1 月 24 日，时任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

同志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完备的法

律体系为建设法治社会提供了

坚实的物质基础。2014 年 7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决定今年 10 月在北京召开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

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

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必须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的会议精神，显

示了党和政府建设法治社会的

不可动摇的决心。当然，仅有

基础是不够的，有了决心也还

不够，建设法治社会的关键还

是如何取信于民。

孔子说，“民无信不立”，我

们依法治国，采用的是自上而

下的推行模式，如果得不到民

众信任和支持，那就属于一厢

情愿，如同飞翔的凤凰找不到

栖息的梧桐树。

然而，在历经数千年的“人

治”社会里，老百姓并不相信法

律，“屈死不告状”的说法便是

明证。即便与人发生矛盾与纠

纷，也往往忍气吞声，以“退一

步海阔天空”来安慰自己，一旦

忍无可忍时，便又很容易演化

为暴力冲突。这种意识或潜意

识呈惯性之势延续下来，致使

很多人对“法治”的态度是既被

动又冷漠。近年来，民众寻求

法律帮助的现象多起来了，但

遇事总喜欢先找个“熟人”，打

声招呼，否则便不放心，从根子

上讲，这是“宁信人，不信法”，

在他们的心目中，是肯定有什

么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的。

这些都是建设法治社会的负面

因素，是惰性力量，是阻力，不

纠正不行。

话虽如此，但“法治”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

之一，培育一种价值观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情。从 1986 年至

2000 年，全国实施了三个五年

普法规划。2001年4月，“四五”

普法规划明确规定，“将我国现

行宪法实施日即 12 月 4 日，作

为每年一次的全国法制宣传

日”，至此主题法制宣传全面展

开。经过二三十年的不懈努

力，广大民众的法律意识有所

提高，但要大幅度地增强民众

对“法治”的信心，仍然任重道

远。

建设法治社会是一项渐进

式工程，需要各级政府以及相

关部门和人员通力合作，本着

求真务实的精神，坚持改革，不

断创新，逐步取得民众对此项

工程的信任。市法院打造阳光

司法，把司法公正真真切切地

呈现在民众眼前，这就是取信

于民、推行法治的好举措。

“贵族运动”培养不了“贵族气质”
■剑 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