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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3 年5月至今，在一年多点儿的时间里，我国又有123所高等院校更名。包括

这123所大学在内，近6年共有380所大学集中更名，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本世纪初

至今的第七次更名潮。（6月26日《中国青年报》）
众所周知，我们中国人很注重面子。因此，这就很好理解为何我们的高校也很注重

面子了。高校的第一面子当然就是校名了。比如，不少独立设置的外国语学院近年来都

纷纷改名为外国语大学了。不过，过分注重面子，而不注重里子，却被公认是我国高校的

一大通病。也就是说，很多更名了的学校，只不过换了个马甲而已——无论是教学设施、

师资力量，还是教学质量等，更名后都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区别。

客观而言，我国高校的频繁、密集更名，高校和地方政府的强力推动肯定是主因，但

教育部或主动或被迫的“老好人”审批和《高等教育法》中对大学和独立设置的学院的规

定尚欠进一步的严格也是重要原因。

当然，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许多独立设置的学院公然在自己学校官方网站

和各种招生简章、招聘启事和宣传品等上，将自己校名中的“学院”的英语翻译为“Uni-

versity”（“大学”），而非“College”，并且官方网站的网址也是“U”而非“C”。比如，山东潍

坊学院、潍坊科技学院、潍坊医学院的英语就是“University”，并且潍坊学院的官网为

“U”。这个按理说，教育部和《高等教育法》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具体规定，不得允许独立

设置的学院虚假宣传，有意误导公众。

总而言之，高校跟风式地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改名潮，需要引起我们和教育部的深

思。一些必要的改名固然是应该的，但教育部却必须要严格把好每一个改名关，不得放

水，防止造成“大学”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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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堂馆所该不该建法律说了算。”
——楼堂馆所该不该建、如何建？违规建设又有哪些后果、该如何问责？日前，国

务院法制办公室全文公布了《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法制日报评论认

为，这部条例将把“政府性楼堂馆所建设”纳入法治轨道。

“那些农家子弟因为替考被查，让逆袭有望的命运可能再次翻转，想来都让人唏
嘘。”

——河南杞县高考替考事件，日前爆出“农村学生替领导孩子高考”的内幕。不过，

新京报评论认为，在替考事件上，“农村学生替领导孩子高考”本身并不是最值得关注的

现象，权钱能打点各方的实用主义才是。

盗版侵权是条不归路

从涉黄多人被抓，到被重罚

2.6 亿元，成立仅 7 年的快播公司

遭遇了灭顶式的七年之痛。依靠

侵权发迹，注定是一条极其冒险

的不归路。依法严惩之下，快播

模式已经破产，还有多少互联网

企业蛰伏？一视同仁，不选择性

执法，才更能彰显保护版权的立

场和力度。 @人民微评

长大后学会的几件事

当你长大，你慢慢学会几件

事情：有些人不必理会，无论他说

什么，做什么，多么幼稚，又多么

讨厌，真的不需要在乎；有些人永

远成不了你的敌人，不必抬举他，

这种人太看得起自己了，以为拼

命攻击你、伤害你，就能够被你所

恨；有些人不必等待 ，你心里其

实清楚得很，这个人不必再等了，

只是你放不下。@纯净的口红

成都青羊区信访局去年10月推出新

举措，聘用访民李华成担任“信访调解室

主任”，调解、抚慰访民情绪。信访局称

李的上访经历令他们更了解访民心态。

（6月26日《新京报》）
近两年，尽管信访制度进行了一系

列的改革，但是基层的信访矛盾并没有

完全得到化解。为图一时的耳根清净，

地方官员不惜花纳税人的钱买平安的现

象屡见不鲜，但以官位为诱惑，招安访民

的做法，成都恐怕是首创。

每月工资 800 元，并且有“秘书”监

督，明眼人都能看出来，青羊区信访局并

非想借用李华成的“经验”来解决本地的

一些信访难题，而是一种拉拢，或者说某

些别出心裁的地方官员，为缓解领导“头

疼”发明的临时止痛膏药。

这不仅解决不了自身的问题，更无法

解决别人的问题，有理的诉求总是久拖不

决，从李华成这个弼马温几个月坐班的亲身

体验中，更不难看出信访制度设计的缺陷。

堂堂的一个区信访局，居然只能是一个摆

设，没有任何处置信访问题的权力，如果真

是这样，信访制度在访民的眼中，又何尝不

是一种忽悠？更为不解的是，对于青羊区政

府某些官员的乱作为和不作为，竟然无人问

责。信访排名制度取消后，督促地方官员解

决信访矛盾的制约机制又在哪里？

信访矛盾的成因看似纷繁复杂，其

实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地方官员的乱

作为，二是访民的异常偏执。遗憾的是，

很多地方官员很少去探索这些问题存在

的根源，以及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而是

热衷于“打压”、“截访”、“忽悠”，诸如青

羊区的“招安”之举，实在是荒唐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