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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公安局
副局长卖牛肉

本报记者 肖舒楠

去年8月，女设计师王启林独自踏上
了为期两个月的老挝之旅。 对于独自前
往老挝的原因， 王启林给出了一个俏皮
的答案：“早就听说老挝非常尊重女性。
去那里，我感觉既安全，又有优越感。 ”

中国青年报： 据说老挝的治安环境
很好，是这样吗？

王启林：一名在老挝做了7年生意的
人告诉我， 老挝的治安可以用 “夜不闭
户”来形容，吵架打架的现象也很少。 一
名在老挝工作过的中国厨师说， 他有位
朋友想来老挝创业，卖“超市防盗系统”，
但做完市场调研后就放弃了。 因为老挝
的大型超市不多，偷盗现象很少。

我在老挝遇到过两次超市里没老板

的情况，顾客就直接把钱放在货架上，拿
着货物走了。但我始终不放心，想一直等
老板回来再买东西， 结果有一次等了10
多分钟老板才回来，而且一脸从容。一名
妇女认为当地治安好是因为大多数人都

信奉佛教。
中国青年报： 老挝人究竟是什么样

的人？
王启林：我感觉他们不太追逐名利。

老挝的生活水平不高，猪肉、牛肉每斤要
八九元人民币。人们工资也不高，普通公
务员的月工资也就400多元人民币。当地
大多数公务员都很廉洁， 不会因为工资
少就乱用特权。 我的一位朋友认识某市
的公安局副局长， 那位副局长为了养家
糊口，每天清晨起来杀牛，在菜场上卖牛
肉，收摊后才赶去上班。

老挝年轻人也追求时尚， 在他们眼
里，将头发染成金黄色是时尚的体现。很
多老挝青年喜欢看泰国影视剧， 因为他
们觉得泰国人很时尚。 很多人以去过泰
国、买过泰国商品为荣，大部分老挝人能
听懂泰语。

中国青年报： 你博客上有很多在老
挝国立大学拍的照片， 能说说那里的情
况吗？

王启林： 老挝国立大学是老挝惟一
一所大学，位于老挝万象市西北部。我去
的时候，正赶上学生下课时间。虽然人流
很大，但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小，所以校内
显得十分安静。 校园内最高的教学楼只
有4层，学生宿舍都是平房。

一名大学生告诉我，在老挝，工程、
商务类专业是热门专业。两三年前，学校
还设立了中文专业，报名人数很多，只有
少数人能被录取，现在系里也只有100多
人。 他们学校的图书馆有上千本中文图
书，都是中国教育部等机构赠送的。每年
还有三四十名优秀毕业生到中国留学。

他还告诉我， 老挝政府非常重视教
育，在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政府不惜
利用外国贷款办教育。 他们的学费很便
宜，除了部分公费学生外，自费学生每年
也只需120多美元学费。公费学生由国家
分配工作。有意思的是，他们学校女生比
男生多，比例为1.3∶１。

中国青年报： 听说女性在老挝的社
会地位很高？

王启林：是的。 他们认为，男人绝对
不能打女人。有名老挝大学生就对我说，
中国很多功夫电影里有男人和女人对打

的场面，他觉得很不好。我去过很多老挝
人的家里，客厅里只摆放女主人的照片，
不放男性成员的照片。

老挝“倒插门”的现象也越来越多，
而且男方的结婚彩礼同样不能缺。 一名
当地人说，老挝是传统的农业国，但随着
农业机械不断涌现， 过去担负重体力劳
动的男人变得清闲了，加上缺乏重工业，
所以老挝有很多剩余劳动力无法安置。

相反， 老挝妇女从事的农业生产却
没受什么影响， 具有民族特色的老挝丝
绸也为她们带来不菲的收入。 而在果品
蔬菜种植、 家禽饲养等获益颇丰的行业
中，妇女也是主要角色。 另外，根据老挝
的传统， 家庭不动产一般由最小的孩子
继承，很多女孩继承了家产。 因此，越来
越多的男性愿意入赘。

中国青年报：在老挝的中国人多吗？
王启林：非常多。在老挝，百货店、手

机店、摩托车商铺、家具厂，几乎都是中
国人开的。一位朋友提醒，在老挝做生意
一定要走正规途径，要在政府备案，哪怕
多上交一些税都行，不然有可能被骗。

也正因为在老挝的中国人越来越

多，大部分老挝人都知道中国的现状，他
们很羡慕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 我遇到
一位来过中国的老挝年轻人， 他很郁闷
地对我说，很多老挝年轻人崇拜中国，他
年迈失聪的文盲老母亲也知道中国。 但
在中国，却有不少人不知道老挝。

91.6%的人认为消除校际差别才能杜绝“考爹”和“择校”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理事杜时忠：让每一个孩子得到全面发展首先是政府的责任

本报记者 肖舒楠

实 习 生 蒙 茜

近期，各地教育行政部门陆续发文，禁
止小学组织招生考试， 但仍有很多家长反
应入学考试根本没有杜绝。有家长说，自己
的孩子近期连续参加了七八个学校的入学

考试。 还有的“重点小学”为了选拔优质生
源，不但要考学生，还要考家长，这被网友
戏称为“考爹”。

上周，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
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中心， 对1839人进
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4.1%的受访者认为，
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学不该有入学考试。 受
访者中，家长占72.1%，36.2%的人有亲戚在
中小学任教。

谁会在“考爹 ”测试中占
优势？ 89.0%的人首选“政府官
员”

武汉实验外校小学部招生“考家长”一
事被曝光后，尽管很快被指误传，但“考爹”
的怪现象却并没有彻底杜绝。《信息时报》5
月13日报道称， 华南师大附小的入学表格
明确规定，学生面试占40分，家长面试占20
分，综合评审占40分。

“如果‘考家长’合理，普通家庭的孩子
还有出路吗？ ”太原市市民徐女士担心，自
己和丈夫是“普通工人出身，没什么文化，
肯定考不过官员和大老板”。

徐女士说，如果严格按就近入学原则，
他们的孩子肯定能进全市最好的小学。 但
那所学校每年只收几百人， 报名人数总有
几千人，学校明确说“要看综合素质进行筛
选”。

徐女士认为，即使按“综合素质”这种
看似公平的竞争方式， 他们的孩子也不占
优势，“我们没钱让孩子学钢琴、学画画，只
能寄希望于他的临场发挥了。 ”

谁会在入学“考爹”测试中占优势？ 调
查中，受访者选出的前三位分别是：政府官
员 （89.0% ）、 企业高管 （71.6% ）、 教师
（47.8% ）， 接 下 来 依 次 是 普 通 公 务 员

（34.5%）、医生（26.5%）、知识分子（23.8%）、
公司白领（19.7%）。

而看好 “普通公司职员” 和 “农民”
的人分别仅占3.1%和0.7%， 几乎可忽略不
计。

入学“考爹”现象，惹得大多数公众不
满意。 调查中，85.4%的人认为此举有违教
育公平；73.0%的人担心招生过程可能存在
“暗箱操作”；64.0%的人觉得，这会让“通过
个人奋斗成功”的观念更加淡漠。

但是， 也有31.4%的人认为，“明考爹”
好过“暗靠爹”。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现代小学教育研究

中心主任张梅玲指出，现在“考家长”的学
校，主要考家长的文化水平。但家长文化水
平差异很大， 而文化水平低不等于家长素
质低。 所以拿这样的考试来衡量家长素质
甚至决定孩子的入学资格， 不科学也不公
平。

张梅玲认为， 义务教育阶段升学就不
该考试，更别说“考爹”了。但由于教育发展
水平不均衡， 导致当前普遍存在小学入学
考试现象，“这都是不正常的。 ”

调查显示，76.6%的人所在城市就有小
学组织入学考试，其中49.3%的人说小学入
学考试“非常普遍”。

小学入学考试通常发生在“重点小学”
身上。张梅玲认为，从理论和国家政策上来
讲，“重点小学”本不该存在，但客观上很难
改变现状。因为一个学校好不好，关键是它
有没有好的文化氛围和师资队伍， 这些是
一个学校多年积累下来的优势。于是，面对
只收100人却引来1000人报名的现实，“重
点小学” 组织入学考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
法。

张梅玲认为， 在当前没有完全实现义
务教育均等化阶段， 学校只能做到将入学
考试科学化、 合理化， 比如考察孩子的全
面素质， 包括交往能力、 沟通能力以及对
自己的认识等。 例如北京四中曾发表过
“重点学校需要学生具有什么样的素质 ”
一文， 列出了十几条要求， 这些要求很少
跟分数有关。

“与通过钱、权拿到入学名额相比，通

过‘考一考’、‘谈一谈’的方式决定谁入学，
还相对公平一些。 ”张梅玲说。

如何才能消除校际差别？
85.7%的人首选“师资均衡”

“一些学校‘考爹’，看似荒谬、无聊，但
实际上是无奈的理性选择。”华中科技大学
社会学系主任雷洪教授认为， 要杜绝普遍
存在的小学入学考试和“择校”等现象，关
键在于真正实现义务教育无差别。

本次调查中，91.6%的人认为义务教育
阶段必须消除校际差别，才能杜绝“考爹”、
“择校”的怪现象。

张梅玲认为，义务教育应该朝着“无差

别”的方向发展，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环，就
是促进校际间教师资源的均等化。 北京市
东城区正在尝试这一改革， 区内教育资源
需统一配置， 学区内的小学将实现师资和
教学设备的共享，并允许区内师资流动，组
织干部教师有序跨校交流等。 但要真正实
现教育无差别，还需要时间。 “不能只是老
百姓一直呼吁均衡， 关键是政府的政策需
要强势改变。 ”

调查显示，86.5%的人认为消除校际差
异意味着消除重点学校， 好老师不应长期
在固定学校任教。

义务教育阶段究竟如何才能消除校际

差别？ 调查显示，85.7%的人首选 “师资均
衡”， 即同一城市的学校均衡分配师资 ；

75.2%的人选择“生源均衡”，即彻底取消择
校， 实现无条件就近入学；71.8%的人期望
实现“硬件均衡”，即政府应统一配置所有
公立学校的硬件设施。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中国教
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理事杜时忠认为， 要
彻底解决 “考爹”、 “择校” 等问题， 政
府需要花大力气推进教育公平， 缩小校际
差异。

“学校当然也要承担促进这一目标的
责任，但办好教育，让每一个孩子得到全面
发展首先是政府的责任， 政府应确保对每
所学校的投入是均衡的。 只有政府首先公
平公正， 才能要求其他社会机构以及社会
成员公平公正。 ”杜时忠说。

设 计 师

王启林

九成受访者认同李娜的“造就自己”精神
民调评出“造就自己”的三大关键因素：不懈奋斗、合理的目标与规划、机遇

实 习 生 张锐珏

本报记者 向 楠

近日， 李娜夺得法国网球公开赛冠军
后，“造就自己”的口号也广为人知。比赛期
间，李娜的团队成员人手一件黄色T恤，上
面印制的就是“造就自己”这句话。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李娜认为“造就自己”意味着
不用在乎别人怎么说， 只要自己努力就可
以了。

上周，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
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 对1646人进行的一
项在线调查显示，91.6%的人对李娜 “造就
自己”的精神表示认同，其中40.3%的人“非
常认同”；90.5%的人对李娜获得法网冠军
这一新闻表示关注。

来自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率数据还显

示， 法网决赛共吸引了约1.16亿名中国观
众， 不仅成为今年迄今为止收视率最高的
单场体育比赛， 还在中国网球历史上创造
了单场比赛电视观众数最多的记录。

一直坚持“造就自己”的人
仅有37.6%

北京某外企白领小唐是个铁杆网球

迷，每当说起李娜获得法网冠军，他就感慨
万分。“李娜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很不容易。
现在大家看到的都是她辉煌的一面， 可是
要知道，只有经历了十余年的艰难困苦，起
起伏伏，才成就了今天的‘娜一刻’。”

在成长道路上， 多少人有过 “造就自
己”的想法？调查发现，51.1%的人表示自己
“曾经有过”，37.6%的人说“有，并在一直坚
持”，而“没有过这个想法”的人仅占7.4%。

其实小唐本人的经历与李娜有几分相

似。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小唐中专毕
业后就在武汉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
来越强烈地意识到， 中专文化水平远远不
够，甚至连合适的女朋友都找不到。

小唐开始把微薄的工资攒起来，准备参
加成人高考。在以后的3年里，他一边工作一

边自学，还利用休息日上辅导班，终于通过
了成人高考的所有科目，拿到本科文凭。

“这期间，家人的质疑，朋友的冷漠，半
工半读的辛劳， 让我陷入了单打独斗的困
境。 但是那些苦都不算什么， 我有我的追
求。”

“我是个不满足现状的人，新的工作环
境让我有了更高的目标， 那就是去北京见
见世面。 在别人眼中， 可能会觉得我穷折
腾，但是只有持之以恒地自我突破，才是造
就自我啊。”随后，小唐又花了整整一年时
间，考上了硕士研究生。

现在的小唐，已经是标准的白领。跟美
国上司汇报工作，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下班后， 他还经常约几个哥儿们去打网球
健身。他计划在北京扎根，把家乡的父母接
过来安享晚年。

“我现在的一切，虽然跟成功人士不能
相提并论，但是与过去的我相比，已经算是
造就了自己。”他认为，“造就自己”关键在
于破釜沉舟、坚持不懈的精神。

不懈奋斗（82.2%）是“造
就自己”的关键

“造就自己”的关键是什么？调查显示，
受访者眼中的三大关键因素分别是： 不懈
奋斗（82.2%）、合理的目标与规划（72.5%）、
机遇（65.5%）。其他因素还有：永不放弃的
毅力（59.6%）、良好的外部环境（48.9%）等。

北京某重点高校博士毕业生刘嫣，在
校期间就与几位同学合开了一家教育培训

公司。几年下来，公司已初具规模，但毕业
时她还是选择了重新找工作。 对于刘嫣的
做法，她身边质疑的人多，支持的人少。很
多人认为，既然已经有了创业基础，为什么
不继续呢？

刘嫣解释说，“公司的发展需要有成熟
管理经验的人才， 而我们现在都不具备这
方面的能力。所以，我希望进入一家更大的
教育培训机构，在实践中学习经验，为自己
的创业积累知识资本。”

在刘嫣看来，“造就自己” 不但要有合
理的目标与规划， 更重要的是要有长远的
眼光并且坚持不懈地奋斗。“当然，机遇、人
际关系等因素也非常重要， 毕竟在社会上
立足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青少年工作系

系主任黄洪基教授认为， 李娜的成功及她
的奋斗史可以激励当下许多正在奋斗的年

轻人。因为她让年轻人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也让许多年轻人懂得， 工作本身就是一种
幸福， 奋斗本身也可以是一种成功，“造就
自己” 的奋斗过程也是对个人自身能力的
提升过程。

但是黄洪基也提醒：“年轻人在 ‘造就
自己’的过程中要摆正心态，不能对成功做
简单功利化的理解。 为了成功而奋斗无可
厚非，但是要清楚，奋斗的过程非常漫长，
遇到困难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有的人
一生都在坚持不懈地奋斗， 不能成功并不
意味着就是失败者，但是不奋斗，就绝对没
有成功的可能。”

83.1%受访者希望高速路回归公益性质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高速路收费过高增大了中国经济运行成本

本报记者 向 楠

高速路收费不规范的乱象由来已久，
这是导致货车屡屡超载、 物流成本畸高的
根源之一。6月14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监察部、国务院纠风办5部门联
合召开专项会议，决定从6月20日起，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收费公路专项清理工作，纠
正各种违规收费行为。

近日，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
民意中国网和新浪网， 对6601人进行的专
项在线调查显示，92.5%的人对高速路乱收
费的新闻表示持续关注，95.7%的人认为我
国当下高速路乱收费现象严重。调查中，有
74.1%的人经常走高速路。

84.8%的人认为收费过高
是我国高速路收费的最大问题

在苏州某金融机构工作的孔女士经常

走沪宁和苏嘉杭两条高速路。她告诉记者，
开车去一次南京， 来回的油钱和路费加起
来要四五百元钱， 实在太贵了。 但是买了
车，又不可能不用，所以每次走高速路她都
感觉在“咬着牙”、“滴着血”，非常影响出行
心情。

调查发现， 我国当前高速路收费的前
三个主要问题是：收费过高（84.8%）、还贷
公路在收费年限届满后继续收费（70.3%）、
收费站设立过密（66.7%）。

其他问题还有：收费资金缺乏监管，滥
用、挪用情况严重（64.4%）；还贷公路收支
不公开，缺乏公众监督（63.4%）；收费变化
没经过听证程序（44.6%）等。

调查中， 多达93.5%的受访者感叹，现
在的高速路已经从公共设施， 变成了某些
个人、企业甚至政府部门的牟利工具。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凯湘认为，所
谓“收费还贷”的说法在很多地方已经站不
住脚， 因为许多高速公路早已收回投资成
本。然而，许多公路经营企业通过将“政府
还贷公路”转为“经营性公路”、变身为上市
公司等花样，试图拉长收费期限。这一做法
本质就是官商勾结，攫取全民资源。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孝德在接受中国

青年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上世纪80年代贷
款修路的思路并没有问题， 因为那是一个
高速路从无到有的时期， 贷款修路解决了
当时政府资金匮乏的问题。 但是在我国经
济规模不断扩大， 政府财力不断增强的今
天，仍然将贷款修路的思路延续下来，就会
出现问题。

“当年贷款修路、 收费还贷模式所形成
的利益机制，已经深深嵌入当前的高速路管
理体制之中。高速路不再是公共产品，而是
变成了少数群体牟利的工具。 也正是高速
路，将一些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了
一起，形成了坚固的利益集团。”张孝德说。

高速路收费乱象造成四大恶果

“如果只是增加我们有车一族的出行
成本也就算了， 可是高速路层层收费导致
物流成本畸高， 直接抬高了普通老百姓的
生活成本。就拿蔬菜来说，菜农和蔬菜运输
商没挣到多少钱， 老百姓也没买到便宜的
蔬菜， 其中的利润很多都被高额的路桥费
吸走了。”孔女士说。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查发现，当
前路桥费大概占到物流企业成本的30%左
右， 对于平均毛利润只有10%的物流行业
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证券
日报》 所评出的2009年上市公司三大暴利
行业中，路桥业位居首位。

“高速路的影响不只是抬高物流成本
那么简单， 它还增加了我国整个宏观经济

的运行成本。”张孝德分析，由于存在“乘数
效应”，高速路高收费所导致的物流成本增
加， 会在许多下游产品上得到放大。“如果
高速路收费直接使物流成本增加1块钱，整
个经济的运行成本就有可能增加5块钱。”
另外， 高速路高收费还抑制了比如自驾车
旅游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高速路收费管理乱象会带来哪些后

果？调查发现，增加物流成本（86.1%）、增加
公众负担（82.0%）、滋生腐败（81.2%）、引发
公众反感（71.4%）成为四大明显恶果。降低
高速路作为公共设施的利用效率 （57.3%）
排名第五位。

北京交通大学张晓东：高
速路收费管理要问责到个人

高速路违规收费的弊病由来已久 。
2008年， 国家审计署曾对18个省市的收费
公路进行审计，结果发现辽宁、湖北等16个
省违规设置收费站158个，至2005年底违规
收取通行费高达149亿元。浙江、安徽等7省
提高收费标准， 多征收通行费共计82亿多
元。山东、北京等12个省市的35条经营性公
路，通行费收入高出投资成本10倍以上。

然而，此后3年，高速路收费问题不但
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反而愈演愈烈。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晓东认为， 解决
高速路收费管理问题， 除了建立常态审计
制度外，还应建立明确的问责机制，要问责

到具体的个人。
高速路的收费管理问题究竟该如何治

理呢？ 调查显示，83.1%的人希望降低收费
标准或收费年限， 保持高速公路的公益性
质； 期限年满的高速路 ， 必须停止收费
（81.7%）。这是公众呼声最高的两个期望。

此外， 公众还期望加强对高速公路经
营单位的财务审计（70.0%）；国有高速路公
司收支必须公开（68.2%）；控制贷款修路者
的利润率，避免暴利（64.1%）；在经营上实
行政企分开（52.0%）等。

“我国高速路到底应该属于什么性质？
这是解决高速路收费管理首先要回答的问

题。”张孝德说，政府应该把高速路作为公
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来对待， 只有这样才
能解决收费管理的具体问题。

张孝德建议，首先，应该尽快立法，填
补我国有关高速路领域的立法空白。 现在
许多高速路运营方，都是依照合同在收费，
“小法绑架了大法”， 国家没有统一的制度
规定。

其次， 国家应加强对高速路的专门审
计工作，公开所有高速路企业的运营、维护
成本。最后，国家应对高速路的收费管理进
行一次集中整顿， 坚决拿掉超期收费的高
速路， 仍需收费的高速路的收费额度也应
根据法律法规进行调整。“至于那些对国民
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高速路， 国家应
尽早花钱赎回， 让这些高速路回归公共产
品的本质。”

我国高速路乱收费现象严重。
漫画： 幽兰叶子

漫画： 朱慧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