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一名打人老师， 我是慕
丽女 (暴力女)。” 一名8岁留守女
孩的手绘小人书中出现这样的话
语， 让前来为他们做心理辅导的
心理咨询志愿者们既揪心又惊讶。
在这样一个年仅8岁的女孩子心里，
长时间的离开父母、 长时间的沉默寡
言， 留守， 到底会给她带来怎样的
心理伤害？ （6月28日 《华商报》）

新闻让人震惊， 也让人心酸。
这背后有两个严重的问题令人思
考。 一是留守儿童关爱的严重缺
失 ， 是8岁留守女孩想做 “暴力
女” 的悲剧之一 。 孩子希望得到
父母的关爱本是天性 ， 可如今却
成了奢侈品。 大量外出农民工的
出现， 使留守儿童缺少家庭的关

爱与温暖 。 一些留守儿童表现出
内心封闭 、 情感冷漠 、 行为孤僻
等个性特征 。 二是一些老师平时
体罚学生事件经常发生 ， 给留守
儿童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 以致8
岁留守女童 “最想的就是当一名
也可以打人的老师 ” 这样 “暴力
女 ” 的报复心理 。 再者校园暴力
事件频发也给那些留守儿童留下
可怕的社会阴影。

8岁留守女童想做 “暴力女 ”
拷问家庭、 学校、 社会的关注度，
同时也拷问政府对留守儿童的关
爱程度 ， 只有家庭 、 学校 、 社会
的共同努力， 留守女童想做“暴力
女 ” 之类的怪事才会越来越少 。

□戴花

留守女孩想做“暴力女”的背后心酸

晴川 ： 6月27日17时许 ， 黑龙
江省宾县公安局接到报警称， 该县
糖坊镇松花江国堤糖坊段4.6公里处
发生溺水事件。 经现场打捞， 有4
人溺水身亡， 经确认， 4人均系未
成年人。 如何让孩子跳出 “水鬼”
手掌， 如何为孩子的生命安全找到
一个兜底的解决办法？ 我们迫切需
要用行动给出答案。

■每日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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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铁轨上谈恋爱
不浪漫太危险

禄永峰 ： 风雨侵蚀 、 人为破
坏、 缺乏维护管理， 一些地区文化
价值较高的明代长城文字砖被偷
盗、 拆解、 贩卖的现象屡见不鲜。
历史不能倒流， 长城遗址是历史的
注脚 ， 像历史一样 ， 同样不具有
“返古” 属性。 尊重长城遗址， 就
是尊重人类自己。

保护“万里长城”
就是保护历史

■世象漫说

能上能下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召开会议， 审

议通过 《关于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的
若干规定 （试行）》。 这是新时期从严管
理干部的重要举措和制度抓手， 促使干
部自觉践行 “三严三实” 要求， 解决为
官不正、 为官不为、 为官乱为等问题。
（６月２８日新华网）

防止孩子溺水
需要拿出行动

□老笔

■长话短说

孩子的假期
安全是第一

祝建波： 近日， 山东德州一对
情侣竟翻越护栏跑到铁轨上 “谈情
说爱”， 此时一辆火车驶来， 司机
见状立即拉响了警报， 火车紧急刹
车， 滑出数十米才停下。 铁路安全
的问题并不是一道安全防护网就可
以隔离开的， 更为重要的是每个人
心里要有安全防护的意识。

□周兴旺

暑期来临， 孩子的安全问题应
该引起广大家长的注意 。 昨日 ，
厦门有两名男孩外出时就遭遇不
测， 一名过马路时被车撞倒， 一名
下海玩耍时在水里大喊 “救命 ”。
前者抢救无效不幸身亡， 后者好在
被人及时救起。 （6月28日 《海峡
导报》）

每年暑假， 交通意外、 溺水事
件等是孩子的 “杀手”， 诚然有关
部门要开展丰富多彩的安全教育活
动， 增强孩子的安全意识和自我救
护能力。 但贪玩、 好奇是孩子的天
性， 特别是那些父母在外打工的留
守儿童、 流动儿童， 如果没有牢固
的隔离带， 风险难以预防。

为孩子们的暑期安全保驾护
航， 学校、 教师、 家长和志愿者等
集思广益很有必要， 但做比说永远
更管用。 让孩子远离危险地带， 说
到底要安放他们的身心， 有地方可
去， 有事情可做。 有关部门应出资、
组织、 开办公益性的兴趣班、 托管班
等， 引入慈善组织、 公益团体等力量，
邻里之间可以相互帮助， 企业要为家
长照顾孩子提供方便， 特别是要发
挥乡村青少馆 、 博物馆等场所作
用， “爱的小屋” 遍地开花， 全面
编织一张安全网把孩子纳入其中，
就是有效的防护墙和隔离带。

孩子们的暑假生活应当色彩斑
斓， 但安全是第一位的， 安全绝对不
能 “放假”。 看护孩子是家长的责任，
但离不开社会支援网络。 爱是送给孩
子们的最好礼物， 多做实实在在的事
情， 保障孩子的平安更接地气。 否则，
“散养” 的孩子安全无保障 ， 还有
多少快乐能够分享？ □袁斗成

�据报道， 2015年高考重庆 “文科状元” 刘同
学， 在成都游玩后原本计划坐动车返渝， 却遭北
大清华的激烈争夺， 一方还派专车相接， 反而耽
搁了出行时间。 这一事件， 引发舆论热议。

前两天，在广东，为“争抢”状元生源，北京大学
的两名招生老师与清华大学的招生老师又发生了
拉扯。而昨天，北大和清华的四川招生组竟在微博
上掀起了骂战，互指对方砸钱抢自己的高分考生。

每年到了高招季，北大清华等国内顶尖名校总
是要上演这种短兵相接的“状元”争夺战。

�按理说， 著名大学为了追求贤才， 不惜放低
身段、 投放资源， 无可厚非。 但以北大清华为代
表的这种 “状元争夺战” 却让民众有一种五味杂
陈的感觉， 换句话说， 民众总觉得名校这样倾尽
全力争几个 “高考状元”， 似乎是把力气使错了地
方。 事实真的如此吗？

首先， “高考状元” 固然能证明其为考霸，
但很少有 “高考状元” 能证明自己有 “大作为”、
“大贡献”， 多年的跟踪研究已经证实， 北大清华
的历年 “高考状元” 很少在本行业内做到领先的
地位。 马云、 宗庆后、 雷军都不是什么 “高考状
元”， 但却成了行业里名副其实的领军人物。 也就
是说， “高考状元” 本身没有多少争夺价值， 高
校将抢贤才等同于抢 “状元”， 显然是将力气使错
了地方。

其次， 在素质教育成为教改主流价值观的今
天， 对受教育对象的民主化和均等化理应成为高
校自觉的追求。 “高考状元” 与其他新生一样，
除了那些能证明学术上有独特造诣的特殊人才之
外， 不应当接受任何特殊的待遇， 否则就是对其
他新生的歧视。 顶尖名校的教育资源本来就很稀
缺， 更不应当向极少数 “状元” 倾斜， 以免对本
来就严重倾斜的天平再增加一个不公平的砝码。

在 “高考状元” 争夺战打得如火如荼的当下，
另一个让人心头刺痛的信息其实更应当得到高校
的关注， 那就是北大清华等名校里的寒门学子越
来越稀少的现实———中国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不断滑落。 以北大、 清华为例，
北大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从三成落至一成 ； 清华
2010级农村生源仅占17%。 这种寒门越来越难出
贵子的情况， 甚至惊动了李克强总理。 2013年5月
15日，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进
一步提高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比例。 如今时隔两
年过去了， 这项工作推动得不温不火。 至少从新闻的
热度上看， 北大清华等名校在关爱农村学子方面的
热度， 远远不及对 “高考状元” 的狂热追求。

一方面对高考状元的争夺逐年升温， 一方面
对寒门学子的困境熟视无睹， 这种强烈的反差彰
显了名牌大学对教育均衡化改革目标的漠视。 寒
门再难出贵子， 不仅将意味着高校培养目标的进
一步偏移， 也将意味着社会分层的进一步固化，
最终将导致社会出现分层断裂。

谁都知道， 中国梦应当是所有学子的梦。 习
近平同志也曾撰文指出， “考上大学固然可喜，
但没考上大学也不用悲观， 更不能绝望。 路就在
脚下。” 一个公平的社会， 应当向所有的有志青年
敞开大路， 而不是只将鲜花和掌声聚焦到几位考
霸身上。 名校固执地追求少数 “状元”， 而不愿意
为更多的年轻人提供更开阔的成长通道， 应当追
问其是否已构成失职。 如果名校继续违背公平和
正义的原则， 背离中国梦的国家目标， 主管部门
应当予以追责。 再多说一句， 真希望中央巡视组
也将这一点纳入其重点巡视范围。

校园“遮雨彩虹”堪称最美风景
在暴雨中， 100多孩子手举雨

伞， 相向而立， 搭起了一座近200
米长的遮雨 “彩虹”， 没带伞的孩
子， 通过这座 “桥 ” 去到食堂的
餐厅就餐 。 24日 ， 这组拍摄于南
师附中宿迁分校校园内的温馨照
片， 感动了众多网友。 （6月27日
《扬子晚报》）

说实话， 看到这个报道， 我的
眼中一热 ， 心中一暖 。 一群正被
传道授业解惑的十四五岁的孩子
们， 作为父母的宠儿 ， 时代的骄
子 ， 在很多人眼里无疑是自私 、
任性的一代 ， 然而 ， 他们却能在
暴雨天举伞 ， 给没带伞的同学架
起一座 “遮雨走廊”， 这行为无私
且充满爱 ， 既温暖了校园同学 ，
也温暖了世道人心。

值得称道的是 ， 孩子们搭建
“遮雨走廊 ”， 是有人临时提议 ，
并非组织行为 ， 这就更加难能可
贵 。 首先需要赞美的 ， 是这发起
人 ， 别看是临时提议 ， 却可见大
爱走心 。 其次需要褒扬的 ， 是这
追随者 ， 别看是人呼我应 ， 却烛
照见贤思齐 。 我想 ， 这一幕 ， 可
以让受益者感动 ， 更会让参与者
自豪 ， 并春雨润物 ， 浇灌爱心 ，
砥砺成长 ， 终生受益 。 而且经过

报道 ， 此举会被社会广泛传播 ，
不断复制， 成为新的道德增长点。

我以为 ， 一个社会之所以不
断发展 ， 除了经济的创新增长 ，
还有精神的创意丰富 。 从某种意
义上说 ， 道德的增长点会激发并
转化成经济增长点 。 简单地看 ，
打伞的事情不大 ， 可以说是举手
之劳 ， 但是因为暴雨之中平时娇
生惯养的孩子没人躲避且有序排
列为别人撑起 “遮雨走廊”， 它就
蔚成风景 ， 且不胫而走 ， 令参与
者愉悦 ， 让社会温暖 ， 进而深入
人心， 成长为大爱。 □石南

争抢“状元”
何如关爱寒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