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治理虚假大学
要对症下药

“水泥苹果箱”
是沉重的诚信命题

■世象漫说

山猫 ： 5月16日 ， 有网友爆
料称， 兰州大青山蔬菜瓜果批发
市场苹果箱子有问题 ， 空箱子
重 量 不 对 ， 撕 开 发 现 是 水 泥
做 的 。 采 访 中 记 者 发 现 ， 一
箱 苹 果 总 重 不 到 40斤 ， 而 纸
箱子的重量竟然接近6斤。 诚信
不能缺少法治的约束， 仅靠商家
的自律远远不够， 弄虚作假必将
受到法律的惩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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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话短说

“呼死你”

■有感而发

李方向 ： 距高考还有半个
月， 民间机构 “上大学网” 再次
公布了第五批 “中国虚假大学警
示榜 ”， 73所虚假大学被曝光 。
自2013年以来， 该机构已累计公
布5批共400多所虚假大学。 一年
间， 缘何又冒出这么多虚假大
学 ？ 治 理 虚 假 大 学 必 须 对 症
下 药 ， 在 引 导 用 人 单 位 要 淡
化 学 历 教 育 的 同 时 ， 网 监 部
门要加大对虚假大学的监管 ，
加强国内外相关地区或国家之
间的合作， 对虚假大学的网站及
时强制关停。

■每日观点

□贺成

老师被欠薪7个多月只因“程序复杂”？

在岗须尽责 。 本 部 门
该处理的事情 ， 应责无旁
贷 ， 积极解决 ， 走程序本
为规范 ， 但不应成为懒政
怠 政 的 “ 护 身 符 ” 或 者
“挡箭牌”。

因为自己长期出差， 无法照
看家中的女儿， 两个月前， 家住
西昌市长安中路的张兵在家中客
厅安装了监控摄像头， “一是可
以防盗贼； 二是可实时关注孩子
动态， 如按时回家没有， 确保孩子
安全。” 然而， 这在家里却引发了
冲突。 （5月23日 《成都商报》）

女儿因抗议父亲在家安装摄
像头监控而离家出走， 尽管这样
的理由很奇葩， 但却暴露出家庭
教育的 “失真”， 也陷入了另一
种对隐私保护的焦虑 。 毋庸置
疑， 摄像头是把 “双刃剑”。 加

强治安防范很重要， 保护个人隐
私也很重要， 当两者存在某种矛
盾时， 如何取舍？ 在我看来， 关
键不能犯了 “捡了芝麻， 丢了西
瓜” 的错误。 一方面， 安装摄像
头防盗贼， 不应以牺牲个人隐私
权为代价， 也就是说， 不能为了
全方位、 无缝隙监控， 就不惜把
触角伸至私人空间。 尤其是对青
春期的孩子而言， 她们开始有了
自己内心的 “秘密”， 也需要一块属
于个人的神圣 “领地”。 如果把一
切隐私都 “裸晒”， 难免会产生
逆反心理 ， 加深与父母间的隔

阂； 另一方面， 在保护个人隐私
的前提下， 为了监控的需要， 可
以安装摄像头， 但必须基于隐私
权主体明确同意的前提之下。

俗话说： 不以规矩， 不成方
圆。 安装监控， 千万不能把孩子的
隐私不当回事。 尤其是在人格尊严
权被广泛重视和受法律保护的当下，
亟需用有形的法律捆住监控背后的
暴力之手， 从而避免其 “野蛮生
长” 在监管的 “空白地带”。 这
不是无关紧要的 “小题”， 而是
必须尊重的 “大题”， 并且认认
真真地 “大做”。 □徐剑锋

“持报拍照”
才能证明活着？

昨天， 媒体报道了陕西周至
173名参加2015年西安市事业单
位公开招聘考试后走上教师岗位
的老师， 上班7个多月没领到工
资一事。 周至县政府表示， 先按
照每人每月1000元的标准垫付教
师们8个月的工资， 垫付的工资
将在月底前发放完毕。 （5月23

日 《北京青年报》）
对领工资过日子的人而言，

工资被拖欠7个多月， 这着实是
个很难想象的过程。 特别是报道
中这类新招聘的教师， 刚踏上工
作岗位， 之前并无工资积蓄， 又
面临各种生活需要安排， 这更加
难以想象。 如此而言， 尽管造成
这样的事实情有可原， 相关部门
也作了解释， 甚至当地政府部门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摆平了， 但
这样事情的发生到底还是让人心
有余悸。

按工资审批程序， 新招聘教
师从报到上岗到领取工资， 需教
育、 人社、 编办、 财政等部门逐
级审核把关。 另有其他地方工作
人员透露， 他们这里是每个季度

申报一次， 只要错过一天就得等
下一个季度申报。 他就是2005年
9月考上公务员， 9月报到， 2006
年4月份才开始领工资。

近年来， 去相关部门办事 ，
“还需要走程序” 的回答屡见不
鲜。 必要的走程序， 是为了规范
办事流程、 明确权责关系， 但不
少情况下走程序却成了借口和托
词， 或拖延推诿， 或不了了之，
让百姓增添不少烦恼。 再者， 程
序涉及地方较多， 以及办事部门
和人员较广， 即便是衍生矛盾，
往往也很难追究具体部门和领导
责任， 一般都是协商解决、 发号
施令特事特办完事。

就此事而言， 尽管问题得到
解决了， 一是由财政局负责， 按

照每人每月1000元的标准， 先给
新招聘的173名教师预付8个月工
资， 5月27日前发放到位， 同时
周至县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加快办
理， 6月份确保所有拖欠工资足
额补发到位， 并实现正常发放；
二是由监察部门负责， 对涉及新
聘教师工资发放审批部门的工作
办理情况， 进行效能监察， 调查
是否存在办理迟缓、 效率低等问
题 。 三是要求相关部门深刻反
思， 举一反三， 杜绝类似情况发
生。 但在程序得不到根本重视之
下， 谁敢保证别的地方不再发生
类似情况？

从另一方面说， 导致新招聘
教师工资被拖欠7个多月， 这确
实是程序惹得祸， 怪不了哪个部

门或者领导， 但是， 现在媒体一
披露， 问题便迅速得到解决， 不
得不说， 即便是程序使然， 也暴
露当地政府部门还没真正做到凡
事为群众着想， 为群众所急， 从
而千方百计提高为民办事的效
率。

在岗须尽责。 本部门该处理
的事情 ， 应责无旁贷 ， 积极解
决， 走程序本为规范， 但不应成
为懒政怠政的 “护身符 ” 或者
“挡箭牌”。 教育、 人社、 编办审
核把关如此， 财政部门拨款也是
如此。 只有走到一事当前， 直面
群众、 解决问题， 才是正确的办
事态度， 才是真正为民服务的体
现， 也才能全面杜绝类似情况出
现， 促进社会文明、 和谐。

常州市民王先生在当地做生意， 为了显示自己的
实力， 手机号的最后4位全是7。 每次别人存他号码的
时候， 都会称赞一番， 这让他多少有些得意， 然而，
最近这个手机靓号却让他烦透了。 他的手机遭到陌生
人 “呼死你” 的攻击， 基本无法正常使用。 对方称，
必须发3个200元的微信红包才能收手。 王先生拒绝
后， 家里和单位的固定电话也遭到攻击。 （5月23日
《杨子晚报》） □赵顺清

在重庆沙坪坝三峡广场， 出
现一组 “昭君牧羊” 的雕塑。 三
峡广场管委会的相关负责人回应
称， “昭君牧羊” 的雕塑已经摆
放多年 ， 之所以起名 “昭君牧
羊”， 也并不是用典错误， “这
个雕塑描绘的并不是某个典故，
而是对于王昭君在塞外生活的场
景的描述。 王昭君生活在塞外，
应该是有牧羊经历的。” （5月22
日 《重庆晨报》）

昭君出塞 、 苏武牧羊的故
事， 都有史可循。 这两件事原本
泾渭分明， 互不牵扯。 这组雕塑
的设计者， 却偏偏要将这二者嫁
接一下， 让昭君来牧羊， 不知苏

武是否会应允？ 这样一来， 不仅
于史无考， 连大学生都质疑其可
信度。 当地有关方面的回应颇具
“技巧性”： 这个雕塑是对王昭君
在塞外生活场景的描述， “王昭
君生活在塞外， 应该是有牧羊经
历的”。

史载， 王昭君出塞和亲到匈
奴后， 被封为 “宁胡阏氏” 即王
后， 贵为王后， 她会成天挥鞭牧
羊么———当然了， 当她偶有闲情
逸致时， 或也会纡尊到牧场散散
心， 与羊儿嬉戏一番， 即雕塑所
呈现的 “生活场景”， 但这毕竟
不是其生活的常态。 因为， 这跟
她贵为王后的身份不符。 诚然，

这组雕塑是艺术想象之作， 但合
理的艺术想象必须尊重历史 。
“昭君牧羊” 的创作态度是不严
肃的， 甚可说是一种对历史大不

敬的游戏心态。 这样曲解历史，
戏说经典， 有辱艺术创作传承历
史文化的使命。

□屈正州

别把孩子的隐私不当回事

昭君牧羊 苏武何感？
在武汉全媒体监督特别节

目 《现在督办》 节目短片中，
硚口区宝丰街站邻园社区老人
说 ， 高龄津贴复审要带身份
证， 如果腿脚不方便， 家人还
需带老人持当天或当月报纸拍
的照片去复审， 让人心里特别
不舒服。 督办员走访附近高龄
老人， 他们对 “证明自己还活
着 ” 这样的复审方式不可理
解。 (5月22日 《长江日报》)

给8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高
龄津贴，虽然钱不是很多，但体
现了政府的关怀， 是一种尊老
爱老美德的传承。但这笔钱能不
能让老人方便及时地领取 ，反
映出了政府部门的工作态度。
有关部门让家人带老人持当天
或当月报纸拍的照片去复审，
或者让老人走50分钟的路程去
领取，显然是一种懒政行为。

高龄津贴复审和发放， 既
要考虑老人是否接受， 又要保
证高龄津贴资金的安全。 让老
人持报拍照领津贴， 确实是一
种证明老人还活着的方法， 但
现在已是信息化时代了， 科技
这么发达， 用这种土得不能再
土的办法来证明， 既有损老人
尊严， 又说明政府工作人员图
省事。 说到底， 就是懒政。 要
证明老人在不在世， 完全可以利
用公安户籍管理系统或者人社部
门发放医保、 社保的系统， 进
行信息比对， 用互联网、 大数
据的思维， 把所有相关信息汇
集起来一查就清楚了。

事实上， 老人领取高龄津
贴难的问题在节目上曝光后，
民政局相关负责人就表示， 他
们将利用人社部门的成熟系
统， 对老人高龄津贴按照年龄
分档自动生成， 发放到老人的
“市民一卡通” 上， 不需老人
再去申报。 这说明， 由于政府
工作人员的不作为， 原本十分
简单的问题， 搞得十分复杂。

让老人持报拍照领津贴 ，
使原本政府对老人的 “暖心工
程” 变成了 “寒心工程”。 在
全国各地都在狠抓作风建设的
大背景下， 出现“让老人持报
拍照领津贴” 的怪事， 不得不
让人警示。 □胡建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