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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均衡化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根本
■薛建国

还社会一方“净土”
■项建达

近年来，刷微信、看公众

号、逛“朋友圈”，日益成为人

们 生 活 的 新 元 素 。 不 可 否

认 ，微 信 、WhatsApp、Line 等

即时通信工具的出现，极大

便捷了人们的社交需求，丰

富了社会的信息传播渠道。

但 在客观上，微信的出

现，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便

利，为一部分不法分子传播谣

言、诈骗及色情信息提供了生

存的空间。“4 月 1 日前不交罚

款就被扣分”“警方在医院门

口击毙暴恐分子”“西四环又

现不明枪声”⋯⋯这些谣言不

仅时常出现于朋友圈，还被部

分微信公众号广为传播，不仅

破坏了正常的网络传播生态，

还严重危害了公共利益，给社

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为

此，加强对即时通信工具的监

管势在必行。

《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

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

即“微信十条”的出台，犹如

一种“清洁剂”，对规范即时

通信操作行为，净化网络环

境，促进即时通信工具信息

服务健康有序发展，必将产

生积极的立竿见影的影响。

作为有道德良知的社会

人，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社

会的责任和义务。广大网民

要从自身做起，拒绝转发、传

播并举报不良信息，公众信

息 服 务 提 供 商 则 要 主 动 担

责，传播主流声音，弘扬社会

正气，传递正能量。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能

成方圆。自由和秩序从来就

是辩证的关系。任何个人的

自由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

行使，不能逾越法律，不能突

破 底 线 ，不 能 妨 碍 他 人 自

由。我们期待，“微信十条”

的出台能切实营造一个风清

气正的健康的网络环境，还

社会一方“净土”。

新的学年开始了，瑞安有

146 名教师校长离开原来熟悉

的学校，到新的学校工作，且时

间不少于 3 年（详见本报 9 月 3

日3版报道）。

可以说，这不是一般的员

工轮岗，有两个点特别值得关

注：一是被交流人员以校长和

骨干教师为主；二是他们所去

的学校不少是农村或偏远山区

学校。这两点具有非常明确的

导向性，即优质教育资源向农

村或偏远山区倾斜。这是教育

的希望所在。

科教兴国，是我们国家建

设发展的一句战略口号。我们

不缺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但

中国教育屡受诟病也是不争的

事实。把脉中国教育，不平等

是“顽症”。说白了，即城里人

的孩子和农村人的孩子，有钱

人家的孩子与穷人家的孩子，

享 受 到 的 教 育 资 源 是 不 一 样

的。优质资源集中到城里，集

中到有钱人家孩子身上，其结

果是什么呢？从最近几年我国

几所名牌大学生源看，农村孩

子越来越少，这一现状非常令

人担忧。缩小城乡差距，教育

必须先行；教育的落后，注定生

产力的落后。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

要组成，没有教育的公平就没

有社会的公平。教育不公，主

要 一 点 就 是 资 源 分 配 上 的 不

公 。 教 师 是 最 重 要 的 教 育 资

源，一些学校之所以能成为名

牌，就在于他们拥有优质的教

师队伍。因为城里有良好的物

质文化生活环境，好老师大都

集中在城里，集中在少数几所

学校中，注定享受到好的教育

资源只能是少数。这就是教育

资源的不均衡化。

导 致 教 育 资 源 的 不 均 衡

化 ，责 任 不 在 教 师 。 作 为 个

体 ，老 师 也 是 人 ，他 们 也 有 追

求 美 好 生 活 的 权 利 。 到 大 城

市 去 ，到 名 牌 学 校 去 ，可 视 为

向 上 的 追 求 ，是 一 种 抱 负 ，没

有 什 么 不 好 。 即 使 那 些 想 从

农 村 或 偏 远 山 区 调 回 城 里 的

老师，也无可厚非。因为人人

都有规划自己的权利、为自己

做主的权利。

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化，是

教育不公之源，并由此滋生种

种乱象，享受优质教育资源成

了金钱和权力的 PK，个中收费

可谓花样百出，个中权力可谓

错 综 复 杂 ，若 没 钱 没 权 ，对 不

起，靠边去。

瑞 安 的 这 种 教 师 交 流 方

法，是奔着让更多孩子享受优

质教育资源去的，是为了优质

教育资源的均衡化，缩小城乡

教育差距，最终能够实现教育

公平。这一步走得好。但关键

在下一步，即这些交流出去的

老师能否扎下根，安下心，在新

的平台上创造新业绩，为此，教

育 主 管 部 门 还 有 许 多 工 作 要

做。我想，核心应该放在创造

条件让他们追求教育理想，享

有教师尊荣上。

每年的开学前夕，总有不

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寒

门学子为学费而发愁，这时，

慈善机构、爱心人士纷纷闻讯

而动，雪中送炭。近日，瑞安

阳光爱心助学社给高楼一贫

困生送上了 7200 元助学金（详

见本报 8 月 28 日 6 版报道），

解决其燃眉之急。

慈善行为，扶危济困，古已

有之，中外类同。乐善好施，助

人以人力、物力、财力，这些都是

令人赞佩的慈善之举，但慈善行

为也要注意方式方法，维护受施

者的尊严。

曾有一个妇女，她家院子里

的一侧，放着一堆砖头。每逢有

身强力壮的乞讨者上门，她总是

请人家帮忙，把砖头从这一侧搬

到另一侧，然后奉上“工钱”，并表

示感谢。很显然，这位妇女是在

施舍，不过她的施舍方式很特别，

通过请人家搬砖头的方法，向乞

讨者传递了劳有所得的观念，在

不知不觉之中接济了人家，有效

地维护了受施者的尊严。

《礼记》中记载了一个饿死

不吃嗟来之食的故事。齐国一

个饥民，因为受不了施舍者那一

声“嗟，来食”的盛气凌人与粗暴

无礼，拒绝取食，最终饿死。从

某种意义上讲，保持尊严比苟活

于世更有价值，历史学家吴晗先

生赞之为“有骨气”。

笔者认为，慈善之举有“三

不可”：第一，不可过度宣传。

慈善家的慈心善举值得大书特

书，但受施者的有关情况应该

适度保密，决不能让受施者的

一切都暴露在聚光灯之下，还

要人家流下感恩戴德的热泪。

侵害人的尊严，有可能使扶危

济困的价值荡然无存。

第二，不可强索感恩。受

施者理应知恩图报，但施恩者

却不可以施恩图报，要不然，

施与被施就变成了“慈善交

易”，进而失去了善的本真。

感恩之情存在于每一个受施

者的心中，有些人表现出来

了，有些人不善于或者不乐于

表现，有些人的感恩之情一时

被蒙蔽，但终究会云开日出。

前些时候，瑞安几位曾经受帮

助的大学毕业生，赚到钱后捐

款数万元，回馈社会，这才是

慈善价值的真正体现。

第三，不可滥施爱心。慈

善家要明辨真伪，帮助真正需

要帮助的人，不给好逸恶劳或

贪 小 便 宜 者 有 任 何 可 乘 之

机。滥施爱心，或将助长自欺

欺人的不良之风。

“施善的最高原则，是保

持受施者的尊严”，让我们把

慈善事业做得更好。

据 9 月 1 日《法制晚报》报道，正阳县县委书记赵兴华住所被盗，他在

听完办案民警的汇报之后表示，“我这里是被盗了，但没像你说的那么多，

就几千元钱而已！”随后，刑警队办案民警迅速修改了笔录——原本 100

多万元的盗窃金额，变成了 6040元。目前，赵兴华已经被组织调查，4名

办案民警中的2名警员已被刑事拘留。 （陶小莫 画）

日前，国信办发布《即时

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

管理暂行规定》（又称“微信

十条”）。有专家认为，这样

一份以“底线思维”、“多元参

与”思路制定的规范，有利于

开启一个清朗网络空间的新

时代。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

微信也走进千家万户。人们

渐渐习惯于阅读、发送微信，

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微信，

其巨大的信息量不断地冲击

着人们视线和头脑，其作用

和威力更不可忽视、小觑。

作为即时通讯工具，微

信 由 于 没 有 任 何 门 槛 和 约

束，其发布的信息也是良莠

不齐、鱼龙混杂。微信在一

定 程 度 上 也 是 一 把“ 双 刃

剑”。除了使用者在享受互

联 网 提 供 即 时 信 息 的 交 流

服 务 、休 闲 娱 乐 ，也 为 一 些

别 有 用 心 者 提 供 了 平 台 。

借 微 信 坑 蒙 拐 骗 、大 肆 敛

财 、谣 言 蛊 惑 、实 施 诽 谤 乃

至违法犯罪屡见不鲜，这就

需要有关单位、部门及时处

理 公 众 举 报 的 违 法 和 不 良

信息，给予有效的追查以至

严厉的惩处，来维护微信的

纯洁性。笔者认为，要治理

目 前 基 本 上 处 于 失 控 局 面

的 微 信 ，除 了 使 用 者 的 自

律 ，运 营 商 的 自 律 ，更 需 要

相关法规的他律。

“ 微 信 十 条 ”的 适 时 出

台，无疑将进一步推动即时

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健康

有序发展，保护公民、法人和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

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而按

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

原则，要求微信使用者通过

真实身份信息认证后注册账

号，不失于一种有效的管理

方法。

在自媒体时代，微信具

有私人化、平民化、普泛化、

自主化的特征。微信的信息

发布、转载和分享自然负有

一定的责任，切勿图一时之

痛快而忘乎所以，更不可对

“微信十条”掉以轻心！遵守

“微信十条”，维护网络法治，

还微信一个清朗空间，应当

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微信十条”不可掉以轻心
■高振千

互联网进入寻常百姓之

家，是社会和时代的进步，但

也存在诸如网络诈骗、网络

虚假广告、网络假冒伪劣商

品以及谣言惑众等层出不穷

的问题。

“微信十条”规定，通信

工 具 服 务 使 用 者 注 册 账 号

时，应当与即时通信工具服

务提供者签订协议，承诺遵

守法律法规、社会主义制度、

国家利益、公民合法权益、公

共秩序、社会道德风尚和信

息真实性等“七条底线”。这

“七条底线”其实就是做人的

底线，网民要守住做人底线。

实际上，一个合格的公

民 应 当 自 觉 遵 守“ 七 条 底

线”。网民的个人好恶，风格

言行，是自由的，但不能损害

国家的、集体的、他人的利

益，这就是底线。冲破底线

就是越雷池，步入违法行为的

行列，自然也应该受到法律的

处罚。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网民

必须要有法律意识。正确运

用法律武器，才能判定是非曲

直，维护正义，守住做人的底

线 ，做 一 个 站 得 高 看 得 远 的

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一

个适应时代要求、跟上时代节

拍的人。

网民要守住做人底线
■林小云

[评论 1+1]

要维护受施者的尊严
■金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