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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清华北大获巨奖
有违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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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子店老板“罪己书”
是一份诚信广告

□李英锋□涂启智

XING BAO SHI PING
报时评

微WEI SHENG YIN
声音

世SHI XIANG ZA TAN
相杂谈

非FEI CHANG DAO
常道

耶鲁大学励志语录
1、要无条件自信，即使在

做错的时候。2、不要想太多，定

时清除消极思想。3、学会忘记

痛苦，为阳光记忆腾出空间。4、

敢于尝试，敢于丢脸。5、每天都

是新的，烦恼痛苦不过夜。6、面

对别人的优秀时，发自内心地赞

美。7、做人最高境界不是一味

低调也不是一味张扬，而是不卑

不亢。 @卓达集团

研究不必非得吹捧
研究什么就吹捧什么，此学

者之大忌。见过很多搞道教的

搞成老道，搞佛教的搞成居士，

搞基督教的信主，搞儒学的成了

儒棍。可悲。搞蒋介石的搞成

“姜粉”，搞李鸿章的吹李鸿章。

搞断代史的也有类似毛病，搞着

搞着成所搞朝代的遗民了。好

比毛毛虫吃绿叶子就变绿了，吃

黄叶子就黄了。@步军都虞候

近日，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一家超市内

的栗子店老板张先生，因栗子质量不好，心

存愧疚，写了一封200余字的“罪己书”。

“罪己书”被网友转发到网上，短短一天转

发量超过一万。不少网友感慨“业界良心”，

也有网友质疑为炒作。（9月9日《新京报》）
古时，曾有多位帝王下过“罪己诏”，

进行自我批评，被后人视为开明的表现。

显然，张先生的“罪己书”是模仿“罪己诏”

所作。笔者以为，其内容诚恳，所体现出的

经营者主动亮丑揭短的勇气可嘉，所表露

出的修补食品安全问题漏洞的决心让人感

到欣慰。当前，食品安全领域还存在不少

问题，食品安全供应还无法满足民众日益

增长的需求——放到这一背景下审视和评

判，“罪己书”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从形式上说，栗子店老板的“罪己

书”就是一份别出心裁的诚信广告，而这

份广告的效果取决于经营者的诚信付出

是否与广告承诺相符。张先生已经用

“罪己书”书写了一个精彩的开局，我们

希望，张先生在经营中能够说到做到，真

正拿出诚信意识，从而善始善终，既给

“罪己书”画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为自己

的栗子店赢得更大的市场。

这份“罪己书”的社会启示是：经营

者作为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都应该

把诚信经营作为安身立命之本，都应该

有点“罪己”精神，都应该主动积极地查

找问题，坦诚地面对问题，本着对消费者

负责的态度解决问题、摒弃问题或远离、

抵制一些问题。经营者有了“罪己”精神

和自律精神，我们在打造食品安全时就

能事半功倍，就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让教师节风清气正，除了夯实师德‘底线’，更需提升尊师‘上线’，给予老师更多实
实在在的关心。”

——近日，扬州一位幼儿园试用教师因“网上晒家长送的大闸蟹”被辞退，涉事幼儿

园园长被行政警告处分。《新京报》评论认为，借教师节收礼就该“一票否决”。

“‘女生遇害因快播被封’纯属臆断。”
——连日来，女大学生外出失踪或遇害的消息接踵而至。在网上，有种论调也甚嚣

尘上，那就是“女生受害案增多与关闭快播有关”。而日前也有媒体刊文对此批驳。

考上清华北大，恩平考生不仅可以获100万元奖金，还可获赠洋房一套。为扭转优质

生源流失，重振恩平教育事业，澳门恩平同乡会会长冯活灵回乡设立高考专项奖励基金。

恩平市还设立促进教育发展专项资金，对办学业绩突出、绩效考核优秀的学校进行奖励。

（9月9日《南方都市报》）
冯活灵先生情系桑梓、慷慨解囊资助家乡教育的赤子之心令人感动，但对考上北大清

华学子、任课教师予以重奖的做法，笔者认为有失偏颇，它与素质教育理念以及新时代人

才观存在抵触。

教育的价值在于让每一个受教育者“重新发现自己”，为莘莘学子寻找幸福生活提供智慧

指引。不仅清华北大要彰显此价值，其他高校同样有义不容辞的使命。通向人生快乐成功的

目标，不只仅有清华北大这两座“桥梁”，应该还有更多“桥梁”，甚至在高等学府之外，也有通向

快乐成功的路径。这既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必然，亦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体现。

过去乃至今天，北大清华确实有其优越条件，在全国重点高校中综合条件排名靠前，

国家政策投入倾斜、师资力量配备较强，更因为其录取门槛高，北京户籍以外学生没有相

当高分难以问津——但这些归根到底都是应试教育以及片面人才观主导的产物，随着时

代演变，这些附着于状元情结以及分数崇拜之上的偏激做法都将逐步扭转矫正。

把上北大清华作为教育成功的标志，实质还是“分数膜拜”。即便我们不否认考试取

得高分是一种能力，北大清华两所高校也终究容量有限，不可能接纳所有学生，甚至不能

让所有取得高分的学生都能如愿。

年年今日此时，总有一些地方传出重奖高考状元或者考上清华北大学子的新闻，这种

重奖过犹不及。青年学子“状元观”或者“清华北大观”存在偏差还可谅解，但是成人心中

还存在畸形的成才观，就让人深深忧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