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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让“冷漠无助”的乡村热络沸腾起来
　　近日，湖南省新化
县丈夫骗保假死致妻子
携子女溺亡一事，引发
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
　　有人将矛头直接指
向网络借贷平台——高
额的利息，让丈夫何某
无法承受催债的压力；
也有的人将矛头直指丈
夫何某，在 50 余家平台
贷款，拆了东墙补西墙，
十个罐子九个盖，最终
无力偿还贷款，只能以
假死去逃避。当家里的
顶梁柱失踪了，其他家
庭成员尤其是妻子也随
之失去了生活的信心，
最终选择了自杀。应该
说，这是丈夫的悲剧，
是家族的悲剧，更是冷
漠乡村的悲剧。

　　反观此事件，也暴
露出诸多基层治理的短
板与不足：基层管理者
对部分家庭的走访了解
不深入；一些问题家庭
在陷入困境后或处孤立
无援状态；部分地区的
人情冷漠现象是存在的；
经济问题依然是压倒不
少家庭的重要因素。事
实上，越是乡村家庭，
越不应该成为孤岛。这
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是
避免困境家庭走向悲剧
的关键一环，也是实现
乡村振兴的必要举措。
不仅要减少家庭因经济
问题而破产的可能性，
也必须要让“冷漠无助”
的乡村热络沸腾起来。
　　乡村振兴，产业兴

旺是重点。产业是发展
的根基，产业兴旺，农
民收入才能稳定增长。
解决乡村家庭的经济问
题，是人民群众幸福生
活的基础保障。发展乡
村产业，也能在关键时
刻帮助问题家庭渡过难
关。而村党支部要成为
帮助农民致富、维护农
村稳定、推进乡村振兴
的坚强战斗堡垒。要整
体谋划本地区的农业产
业体系，以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着
眼推进产业链、价值链
建设，加快形成各产业
融合发展的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
　　乡村振兴，既要塑
形，也要铸魂，要让乡

村的文化氛围热络起来。
客观而论，近些年以来
乡村文化在我国基层越
发式微。一方面，青壮
年劳动力外出打工等现
象，将农村里固有的紧
密关系冲击得越来越分
散。另一方面，乡村文
化沙漠在不少地区也是
存在的。没有乡村文化
的高度自信，没有乡村
文化的繁荣发展，就难
以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
使命。
　　在乡村当中，特殊
家庭也需要被给予足够
关怀。比如老弱孤残、
单亲家庭或已经遇到经
济问题濒临破产的家庭，
都是需要重点援助的对
象。基层党组织要对特

殊家庭建档在册，随时
关心，及时交流，充分
了解其心理状态、生活
状态，帮助他们解决好
现实问题，最大程度上
减少意外情况的发生。
乡镇干部、村干部要多
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
难事，照顾好孤寡老弱
病残和低收入群众，同
时，促进邻里和谐，提
倡邻里间的互帮互助，
让和谐友爱的乡村关系
蔚然成风，也不断满足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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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北京大学第
一医院暴力伤医事件尘
埃落定。10 月 13 日，首
都师范大学官方微博消
息称，有网友披露某师
范大学一学生作为患者
家属参与殴打北大第一
医院医生。“学校对此
事高度重视，立即启动
调查核实工作。经初步
调查，该生确为我校大
一新生。学校对受伤医
生表示深切慰问，将严
格依照校规校纪对涉事
学生予以严肃处理。感
谢网友、媒体和社会各
界的关切和监督。”北
京西城公安分局称，考
虑到郑某蕊系在校大学
生，且对自身行为真诚
悔过，并得到了赫医生
的谅解，对其采取取保
候审。

　　暴力伤医行为说起
来如过街的老鼠，现实
中却如百足之虫死而
不僵，甚至连师范大
学的大一新生都能不分
青红皂白加入伤医的队
列——这不仅让人担心
医护人员的职业风险，
更叫人忧虑师范教育的
底线和红线意识。将来
的为人师表者在医院上
演“全武行”，于公众
场合冠冕堂皇加入暴力
伤医的行列，公德如此
失范，何以率先垂范？
　　坦白说，社会对师
范教育是高看一眼的。
正因高看一眼，因此严
苛三分。首师大学生参
与暴力伤医事件，和普
通高校生的乖戾行为，
在公众眼里是有利害之
分的。道理很简单：其一，

师范生是未来的教育者，
言传身教，决定着民族
与社会的文明进程；其
二，师范生最讲究遵德
守法，如果连他们在暴
力伤医冲动上都“无知
无畏”，所谓“对暴力
伤医零容忍”的姿态就
叫人生疑了。
　　首善之区、师表之
人，却轻易将拳头伸向
基础医护人员，如果事
件点到“谅解”与“忏悔”
为之，就谈不上警示意
义、标杆价值。难能可
贵的是，首师大在网友
爆料后并未装聋作哑，
而是在第一时间表示彻
查并“严肃处理”，不
遮羞、不推诿，展示了
一个负责任、有追求的
师范院校的风骨与取向。
　　人民教师无上光荣，

每个教师都要珍惜这份
光荣，爱惜这份职业，
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完
善自己。”帮助孩子扣
好“第一粒扣子”的老师，
恐怕首先要自己在德行
与法治的基本素养上扣
好自己的“第一粒扣子”。
这些年，当我们要求社
会重视教育、厚待教师
的时候，按照权责对等
的基本原则，必然会对
老师的德行操守提出更
高的要求。
　　德行无小事。首师
大对郑某蕊参与暴力伤
医事件的态度，看似严
苛而“狠心”，却是最
见热血与温情。赫医生
的谅解固然要尊重，但
依规责罚亦要契合程序
正义。毕竟，首师大学
生参与暴力伤医已经不

是一件私事，而成为典
型的公共事件。即便作
为一个成年人，恐怕也
应该在大是大非的原则
问题上拿出承担后果的
勇气和决心。当然，此
事最大的价值，在于提
醒我们的师范教育，“第
一粒扣子”依然任重而
道远，教师是立德树人
的引路人，而立好引路
人的德治与法治素养，
也许比通识教育更要紧。
　　惩戒是为治病救人，
责罚是为以儆效尤。首
师大新生参与暴力伤医
事件，对于更广阔的高
等教育来说，亦是值得
汲取教训并深度反思的
现实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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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好“第一粒扣子”不能止于谅解

上头条，找华早

　　这大概是个万人点
赞的共识——警钟早该
为醉生梦死的大学生涯
而响起！
　　华中科技大学 18 人
因学分不达标本科转专
科一事，连日来引发广
泛关注。10 月 17 日，教
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对
华中科大此举给予肯定。
“现在大学里，有些学
生醉生梦死，这样是不
行的。”大学要合理增负，
增负并非是增加课程的
量，而是以提升学生质
量为目的，培养学生独
立思考的能力。
　　一个深谙母校精神
的重点高校，以“本转
专”的红牌让 18 位“问
题学业者”降格退场，
这是需要顶住莫大压力
和拿出莫大勇气的创举。

在眼下的国内高校来说，
既是“爱之深责之切”
的情怀彰显，更让常年
虚置的学业治理从空洞
口号化为刚性现实。不
好混日子的大学生活，
不再只是“狼来了”般
的吓唬而已。
　　“本转专”的这份
罚单，之所以震撼了教
育界、乃至在舆论场引
发阵阵涟漪，无非戳中
了两层现实：一是放水
的高校学业生态，早已
“病在腠理”。此前，
湖南科技大学化学化工
学院副教授彭美勋在博
文《大学教学之两难：
把关还是放水！》中提
到，77 份试卷，只有不
到三分之一的学生卷面
成绩达到了 55 分的及
格线，相当一部分学生

只拿到了二三十分，还
有不少十几分几分的同
学。今年 9 月 14 日，科
技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了
一则校园内的“小事”。
题目是《国科大选修课
“凡抄袭者，皆黜落” 
22 个零分背后是诚信的
缺失》。在一些高校，
老师讲得天马行空，学
生听得放飞自我，各忙
各的，各得其乐。到了
期末，“要分过年”甚
至成为各大高校里一种
火热的风习。长此以往，
恐怕就像有识之士感慨
的，“一个老师放水问
题不大，可是我们都这
样放水，那就成了冲垮
教育的洪水了，蔓延出
去就是冲毁这个社会的
海啸。”
　　二是“本科不牢、

地动山摇”的警钟，在
顶层设计层面铿锵响起。
今年 6 月，教育部在四
川召开了新时代全国高
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
议。这是改革开放 40 年
来，教育部首次召开的
专门研究部署本科教育
的会议。“本科不牢、
地动山摇”再次被提及，
而扭转“玩命的中学、
快乐的大学”现象成为
山呼海应的共识。此后，
教育部印发《关于狠抓
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
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
实的通知》，对加强本
科教育再次“加码”。《通
知》要求严格本科教育
教学过程管理，淘汰“水
课”，加大过程考核成
绩在课程总成绩中的比
重，严把毕业出口关，

坚决取消“清考”制度。
于此而言，打打游戏、
谈谈恋爱、刷刷直播就
逍遥过去的本科时光，
大约是要彻底“凉凉”了。
　　严把毕业关、加大
淘汰率，这是高等教育
改革的必由之路。类似

“本转专”这样的杀手锏，
或会真正成为中国高等
教育中高悬利剑，倒逼
大学生能坐得住冷板凳，
守得住研学心。
　　苦口婆心的说教，
比不上当头棒喝的雷霆。
在校的大学生们，必须
要撸起袖子，为未来而
奋斗了。期待“本转专”
这样的大罚单，成为高
等教育的标配，成为宽
进严出的本科教育的一
道现实主义紧箍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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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转专”敲响大学生奋斗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