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明辉

�每个人的心目中总有那么一位恩师， 指引你
前进的道路。 她 （他） 的一句语重心长的话语，
让你的思想泛起涟漪； 她 （他） 的一个举手投足
的动作， 触及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恰逢教师节
设立30周年， 你是否有心里话要对恩师说？ 晨报
教育微信公众号 “上海升学” 邀你晒祝福， 还有
机会让你祝福的老师获得意外惊喜。 （9月8日
《新闻晨报》）

应当说， 这是教师节到来之际， 人们为表达
对教师的崇敬和尊重， 而用心组织的一场温馨的
活动， 对我们在教师节感念恩师是一种启示。

但是， 近些年的教师节 ， 却似乎演变成了
“教师劫”， 教师们被关注成为话题， 很多时候不
是为了尊重， 而是为了 “批判”。 一方面， 的确是
有少数的教师大肆趁节收礼， 甚至明里暗里要求
学生和家长送礼， 让家长和有原则的教师都纠结，
不仅增加了家长负担也败坏了师德师风， 让社会
对教师职业有了看法。

另一方面， 绝大部分有良知的辛勤园丁们，
不经意间也被绑架到了无良教师的行列， 接受一
轮又一轮的批判和质疑。 为此， 还有极端声音指
出， 既然教师节成了 “送礼节”、 “腐败节”， 不
如干脆取消教师节。 教师的尊严和教师节的意义，
在教师节礼物等虽然微小但不乏负面影响的一再
伤害和磨损下， 正逐步消散、 淡化和遗忘。

就在教师节前不久， 国家教育部及地方纷纷
出台 “教师六条红线” 等规定， 严禁教师收礼等
行为。 更有在前两天， 有人微博炫教师收礼清单，
一时间引发巨大关注和一浪又一浪的声讨。 不管
这样炫礼是否真实， 无意伤害的还是教师的形象，
消磨的是人们对教师的尊敬之心。 一时间， 送礼
和声讨似乎成了近些年教师节的主节奏乃至全部，
负面声音似乎掩盖了一切。 但殊不知， 在这些声
音背后， 原本占主流和更应被关注的教师节之义，
反而在 “喧嚣” 中被不少人扔到 “遗忘” 的角落
里， 不免让人遗憾。

中国尊师重教的传统， 可谓悠久。 早在公元
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 就提出了 “弟子事师， 敬
同于父”。 《吕氏春秋·尊师》 云： “生则谨养，
死则敬祭， 此尊师之道也。” 《师说》 中： “师
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老师是人类文化得以
传承的功臣。 1985年9月10日， 新中国第一个教师
节诞生。 教师节的宗旨， 就是要肯定教师为教育
事业所做贡献， 提高人们对教师为教育事业所做
贡献的认识和评价。

由此可见， 教师节的本意主要就是用来怀念、
纪念和敬仰教师的伟大与风采的。 即便诸如个别
无良教师的有违师德、 道德和人伦的事件， 在教
师节被谴责和鞭挞未尝不可， 具有警示作用。 但
更不要忘了， 我们教师队伍的绝大部分还是好的，
还是优秀的， 还是兢兢业业诲人不倦的， 还是需
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和褒奖的， 这才是主角、 主流
和主旋律。 我们不能因个别不和谐的音符， 就否
定、 掩盖、 忘却了全体老师的辛勤和功劳。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心中都有一颗尊师的心，
只是在繁忙和喧嚣中有所迷失。 但不管是不是教
师节， 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教师节的 “礼”
而迷失、 丢失了教师节的 “义” ———设立教师节
的 “义” 和我们必须尊重教师的 “义”。 教师节来
了， 让我们为尊敬的老师送上祝福吧！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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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熊猫： 浙江金华男子胡某强
以合成相片、 视频对领导干部实施
敲诈勒索 ， 共敲诈了 40万元人民
币， 败露后潜逃越南被抓获。 确定
不用调查下被勒索的干部？ 查查40
万谁给的吧！ 身正不怕影子歪！

小鹿春子：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自己不做亏心事， 为什么要怕勒索
而乖乖给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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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亏心事
官员何怕勒索

汪昌莲： 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
站的举报窗口记者发现， 网络公款
送礼成为举报重点， 如使用微信送
月饼、 手机二维码购物卡等。 治理
隐形腐败行为， 必须从源头抓起 。
这个源头不仅在 “地上 ”， 而且在
“地下”。 网购和快递业务， 便是公
款送礼的 “地下” 源头之一。 这就
要求纪检、 工商等管理部门， 迅速
介入这个监管 “真空地带”。

侠士丹枫： 通过网络送礼有很
大的隐蔽性， 纪检部门很难发现 ，
因此需要加大监督力度， 别让网络
成为反腐败的死角。

节日反腐败
网络别成死角

■世象漫说

□漫画绘制 毕传国

多“飞”一会儿
按规定， 干部任前公示期不少

于５个工作日。 但一些地方干部任前
公示 “缩水” 的情况较为普遍。 在领导
干部公示执行环节， 组织部门的工作应
更细致些， 更严谨些。 尽可能让民意
监督多 “飞” 一会儿， 筑牢民意监
督之 “墙”。 （９月８日新华网）

瑞明：6日中午11点40分，成都东
城根中街3号的省委机关食堂糕点
窗口外， 不少市民在买东西。 开放
机关食堂谈不上惊天动地的大事 ，
但是能为群众提供方便即使是小事
也不小， 通过小事， 小中见大， 感
受到机关工作的变化， 而更主要的
是， 通过省委食堂的对外开放， 树
立起一道标杆， 以此为样， 让更多
的群众享受到这一实惠， 这无疑是
一种大面积的送温暖。

机关食堂开放
是让群众得实惠

为3次下河救人的老人点赞

学生们为何抵制“自主保洁”
面对新学期全面推行的 “学

生自主保洁”， 在微博吐槽还不过
瘾的一些南昌大学学生 ， 日前又
发起了 “帮昌大校 长 上 头 条 ”
的 话 题 。 对 此 ， 南昌大学校长
周创兵认为 ， “学生自主保洁 ”
之所以引起争议 ， 除了部分师生
认识不到位 ， 还与学校管理部门
与学院班级衔接不到位有关。 （9
月8日 《南方都市报》）

目前 ， 学生在网上疯狂的吐
槽、 拍砖 ， 已逼停学校官微的评
论功能； 在生活中 ， 学生更是采
取 “非暴力不合作态度”， 致使部
分宿舍楼内垃圾成山 ， 臭味熏鼻
让人难以驻足。 “学生自主保洁”
本是一个善意的举措 ， 既可以帮

学生勤工俭学 “多收三五斗”， 又
能在无形间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
可这个被校方标榜为 “践行大学
‘立德树人’ 根本使命的一项制度
改革”， 为何在同学中只有拍砖没
有点赞， 被逼进死胡同呢？

事实上 ， 学校在推进 “学生
自主保洁 ” 中 ， 所犯下的工作简
单、 “粗糙 ” 的毛病 ， 归根结底
是教育行政化惹的祸 。 试想 ， 靠
文件推进与通过校长带头言传身
教相比 ， 哪个模式更有利于 “立
德树人”？ 校长若不是把学生 “自
主保洁 ” 当成一项政绩 ， 而是从
学生角度出发 ， 还会有当前的激
烈对抗局面么？

□薛家明

“如果没有岱阿公， 我女儿肯
定没命了。” 昨日上午， 在澄迈县
红光农场和平队 ， 村民孙娆花回
忆起4天前发生的一幕， 仍然热泪
盈眶。 她口中的 “岱阿公”， 就是
该村今年69岁的岱娥贵阿公。 8月
22日下午 ， 岱娥贵路过福山水库
时， 先后发现3名儿童溺水， 他奋
不顾身跳入水中， 将3人救上岸 ，
由于抢救及时， 3个孩子都安然无
恙。 对于好人岱阿公的义举 ， 当
地群众纷纷点赞。 (9月7日 《广州
日报》)

在生死一瞬间， 近乎本能的救
人壮举 ， 却放射出了无比耀眼的
道德光芒 。 老人的英雄事迹传递
了无限的社会正能量 ， 他不顾个
人生命的安危 ， 勇于救人的高尚
品德值得我们敬佩 ， 他舍己救人
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 在构建和
谐社会主义社会的今天 ， 我们的
社会需要这股正能量。

我们必须看到， 在一个社会正
义和道德面临危机的时代 ， “利
己主义” “明哲保身” 大行其道，
而一个69岁的老人面对三个拼命
挣扎的落水儿童 ， 用自己的本能
和无私精神勇于救人， 唯有无私，
才能解救人于水火 。 这是源于那

份 “人之初 ， 性本善 ” 的勇为 ，
理应也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
重。 尽管有人不提倡老人见义勇
为， 但是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关
键时刻 ， 你能站出来 ， 你都是英
雄。 所以人们还是要为3次下河救
人的老人点赞， 你是老人的骄傲！

□汪代华

谨防教师节“礼”
迷失教师节“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