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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江西萍乡上栗中学高一部分班级推行“入厕许可证”
制度，许可证全班只发行一张，放于讲台上，需要上厕所的同学需
携带此证，以备年级组管理人员检查。目前，该校已经叫停此项制
度。

上厕所也需要许可证，真是闻所未闻的“奇事”。老师管理班
级秩序的用心良苦可以理解，但“以证代管”的方法未免僵化且苛
刻。若想让学生们把心思放在学习上，不妨多加改进教学方法，多
跟学生谈心，疏通心结，或许才能治本。

（图/李宏宇 文/晚山）

入厕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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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焦聚聚
杜 博

随着“双 11”日益临近，妹子们
打招呼的内容也变得空前直截了
当：“今年双 11 你打算买什么？”不
过，别看妹子们购物清单列得满满，
同样满满的，还有过去几年双11网
购期间遭遇的大小“心塞网事”。

能够在公众注意力转瞬即逝的
时代硬是植入一个以购物为主题的
节日，让天南海北的消费者甘愿掏
腰包乐此不疲地参与这场狂欢，热
度更是经年未减，日交易额达几百
亿元，甚至打败了苦情的“光棍节”，
稳稳奠定高昂的血拼基调，双11的
魔力可见一斑。打折让利、低价促
销、全场包邮⋯⋯卖点堪称简单粗
暴，但作为一个有追求的“节日”，服
务质量可不能止于简单粗暴。

可惜提起双 11，刷单骗客、先
提价再打折、快递爆仓物流不畅、
售后服务差、无理由退换货不予兑
现⋯⋯找一个资深网购达人，听其
痛陈双11的几宗罪，都会相信 ta必
定对双 11 网购敬而远之。然而不
是的！每当新一年的双 11 购物大
幕拉开，都有一大波小伙伴前仆后
继，乖乖举起荷包，眼中闪烁着喜

悦的光芒，要在这天买到爽！
这么好的消费群体，负之何忍？
大家奔着双 11 买便宜、买便

捷，可万万不想买心塞。随着消费
观念逐渐趋于理性，消费者对产品
和服务质量的要求绝不会让渡给
对便宜和便捷的简单追求。

从快递公司到促销商家再到
电商平台，这个新经济代表行业的
影响力已远超商业范畴，还因其深
度嵌入无数人的生活而变得有民
生服务色彩。动辄电商低价大战，
噱头虽足，却不得不提醒，谁是赢
家取决于谁能够持续为用户创造
价值。消费者最终更加敏感的不
仅是价格，更是价值。让消费者失
望，那就是自砸招牌，让几年的苦
心经营毁于一旦。

双11购物节开展到第6年，我们
确实体验到了服务细节不断改善，
bug 不断消除，但一些硬伤依然存
在。在交易额每年倍增的速度下，服
务质量的改善可不能只是跬步前
行。作为一名网购剁手党，真心希望
我们能愉快地清空那张心塞的网购
体验单，而不是失望地清空购物车。

双11：让“心塞网事”随风飘远

微互动

@justicelaw：不论是网民抢购
的“嘉年华”，还是电商营销的“价格
战”，都不能让消费者冒险“趟雷”。
监管方主动约谈、有“严”在先当赞，
也须全程监管、“严”出必行。唯有依
法倒逼和引领电商牢记守法竞争、诚
信交易的市场底线，才能掌稳内需经
济之舵，实现生产、销售、消费市场的
全局共赢。

@昵称可以长一点：这是新《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生效后的第一个双
11，网民消费也从盲目热情向理性转
变。期待今年双11“泡沫”更少、服务
更规范，能让大家买到实惠。

@小煜 2009：准备睁大慧眼淘
点好货。这几天先做点准备工作，
了解目标产品的价格，到时再作比
较，只买对的不买贵的。

@谢可慧的村庄：把双11当作
普通日子过，不参与抢购大战。始终
相信一句话，买的没有卖的精，一分
价钱一分货。

@薛智之 0616：要打赢“双 11
促销大战”，一是诚信，商品的价
格、销售、送递、售后服务，都应严
守促销宣传的诺言；二是守法，严
格依法经商，防止虚假广告、先涨
价后打折、假冒伪劣等问题发生；
三是优服，以最好态度、最适价格、
最优质量、最快送达，取信客户，赢
得消费。

@心随晨动随晨飞：正在想着缺
了什么，突然想到，原来我是缺钱啊，
算了，双11我还是少买点东西吧。

@沁蔓：我是做天猫的，良心提
醒网友，虽然双11比平时便宜了一
点，但是还是平时购买比较好，人少
服务跟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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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吹，战鼓擂，42 公里谁怕
谁 ！ 上 周 末 ，杭 州 国 际 马 拉 松 用
激 情 点 燃 整 个 杭 州 城 ，来 自 四 面
八 方 的 好 汉 们 齐 上 阵 ，肾 上 腺 素
与汗水齐飙，加油呐喊不绝，奔跑
脚步不止。

11 月的杭州，气温已经开始转
凉，但依然挡不住这群“跑步疯子”
的热情。事实上，如果平常留意，

你会发现有这样一群人，不分昼夜
与冬夏，奔跑在西湖、江边和各个
田径场。没错，他们就是传说中的

“八小时以外运动员”，早上带着球
鞋和运动衣出门，上班工作，下班
跑步。

跑步，无关身份和地位。在杭
马会里，有像小编这样的青年后生，
也有很多身为机关领导、企业高管

的大咖前辈。但是，平时约跑相聚
时，丝毫不觉得跟他们有距离感，谈
笑风生，青春洋溢，三句不离跑步，
一句不谈工作。

盾安集团总裁吴子富大哥，今
年九月赴德国柏林跑马，4 小时 05
分完赛，此次杭马再战，以 3小时 56
分刷新个人最佳纪录；浙大党委宣
传部部长应飚，大伙儿亲切称呼他
为“应大大”，杭马是他的首个全
马，4小时 20分一举拿下；浙江盛和
塾理事长郭一群大哥，无私将“西
院 一 号 ”提 供 给 跑 友 们 做 后 勤 基
地 ，今 年 北 马 28 公 里 处 遭 遇“ 撞
墙”，咬牙坚持到底，5 小时 50 分完
赛。

像他们一样的“大神”级人物，杭

马会里多得数不过来。马拉松不是
一天跑成的，跑步已经融入他们每一
天的生活。早上5点起床晨练，周末
组队20公里拉练，鼓舞带动同事、家
人一起跑，成立公司长跑队，热心公
益活动，由跑步而生的一股正能量正
在蔚然成风。

事实上，在“八项规定”出台之
后，作风新常态就开始悄然酝酿，这
不是一种偶然。从连绵不绝的饭局
应酬中解脱，烟酒越来越少碰，文山
会海缩水了，工作效率提高了，陪家
人的时间更多了，生活回归简单，身
心回归愉悦，自然更加关注健康。
下了班，PK 从酒桌移到户外，换上
运动装备，跑步、打球、游泳，运动成
了最时髦的事儿，轻而易举打败各

种应酬伸出的橄榄枝。
跑步是为了健康，跑步的人最

喜欢共同分享。自己不做的事情，
坚 决 不 让 下 属 做 ；自 己 不 用 的 东
西，坚决不给消费者用。官员热爱
健康，机关上下共享积极向上的阳
光生活；企业家热爱健康，做问心
无愧的良心生意，让百姓能安心消
费。

热血跑者，硬汉做派。虽然都
是业余运动员，却个个有着专业精
神，一周三跑，严格执行训练计划，
不断挑战自我极限，只因明白，唯有
一点一滴的科学训练，才能够汇聚
成42公里的完美奔跑。这般一丝不
苟的态度、坚韧不拔的毅力、吃苦耐
劳的品质，如果说只在跑步中有，恐

怕讲不通，跑步时如此，工作、生活
中更是如此。

跑步的魅力，跑了才懂。跑步
与廉政，看似不相关的两件事，却
有着奇妙的联系。或者说，它们正
是健康心态的一体两面。身体与
精神的锤炼，都需要清醒的自省与
理性的自制，不沉迷于享乐，不沉
浸于成绩，这是一名优秀跑者的基
本素质，更是一名清廉官员的基本
素养。

真心讲，跑圈里的那些领导干
部没有一点架子，开朗坦诚，真是可
爱极了！廉洁、诚信、简朴、谦虚、踏
实、勤奋，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自我要
求，满怀对工作和生活的热爱，他们
时刻奔跑在作风新常态的路上。

奔跑吧，作风新常态

声话筒声话筒民民

今日时今日时评评
徐 峻

在改革新元年之际，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浙江，农村改
革已经出现亮点纷呈的大趋势。在改革潮起潮涌之际，重要
的是加强有力指导，集聚正能量，控制负效应，把问题解决于
初始阶段，把风险防范在最低限度。

或许是长期同农村打交道的
情结，记者坚持在每年春秋两个季
节，把经济报道重点放在农村，关
注农村改革。农村改革从未停下
过脚步，从未离开过土地经营模式
这个命题。记者曾经走访过几十
个村，同数以百计的农民和农村干
部深谈过这个话题。

当年农村改革，让土地生产从
集体经营模式，改变为家庭经营模
式，掀开了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
大革命。三十年后的当下，农村

“土地改革”，以土地流转形式出
现，让一部分家庭经营模式转变为
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农业
企业等经营模式。这，当然不是一
种回归，更不是一种否定，是一种
新的发展，一种新的改革，一种新
的进步。两次改革的本质和方向
是完全一致的，即土地经营主体始
终是市场主体，这个没有发生丝毫
的变化。不同的是，正在如火如荼
展开的土地流转改革，让经营主体
不断提高市场竞争力。

土地流转改革的核心是适度
规模经营。一家一户经营模式，从
总体上看，显然不能适应现代农业
生产，特别是把农民束缚和禁锢在
土地上，不能集中精力从事收入更
高的工作。生产力发展始终是改
革的巨大推手。一方面，工业化和
城镇化发展为广大农民离开土地
创造了就业创业的广阔空间；另一
方面，各种经营主体完全具备承接
土地规模经营的能力。适度规模
经营，又一次促进农村生产力大发
展的改革由此应运而生。如果说
前一次农村改革让亿万农民告别
了贫穷开始走向富裕，那么这次改
革能让广大农民在富裕道路上快
速奔跑。随着土地流转改革的推
进，相当数量的农民真正告别了土
地，可以一心一意成为上班族，成
为城镇居民。这将是一次更加激
动人心的革命。

一枚硬币总会有两面。一场
改革也会在呈现正能量的同时，产
生一些值得提醒的倾向性问题。
土地流转改革在展示巨大正能量
时，记者也注意到有些问题应该提
出来引起注意。

土地流转并不是速度越快越
好。这是应该引起重视的一个问
题。浙江全省土地流转率已经达
45%。土地流转是一场符合社会
进步大方向的改革。但这一改革
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在起
点上是有本质不同的。那时改革
以前，土地经营模式是集体化的人
民公社，所有农民都不是市场主
体。所以那次改革是彻底的和完
全性的，是一种质的改变，把所有
土地承包给每个家庭经营。而这
次改革，土地经营者已经是市场主
体，土地承包权即使流转出来还是
归家庭农户所有，本质上并没有发
生改变，只不过是为提高经营主体
的市场竞争力。这就有一个尊重
经营主体和从实际情况出发的问
题。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相当
一部分农民仍需要依赖土地致富
奔小康。这一中国国情会长期存
在，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
的。事实上，确实有一部分农户依
靠经营承包的土地，也能获取相当
不薄的收入。特别是浙江人多地
少，许多农户只要付出部分劳动
力，照样可以精工细作经营他那一
亩三分地。他们亦农亦工两不误，
土地经营成为他们一个重要的收
入来源。结论显而易见，家庭主体
经营土地模式，在一个很长的时期
内，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和有生命力
的，会长久存在下去。何况家庭土
地承包责任制是一项长期坚持的
基本政策，任何土地流转改革只能
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进
行。这，就决定了土地流转改革绝
不能搞强制性和运动式，土地流转
越 快 越 好 是 不 符 合 改 革 大 方 向
的。

土地流转并不是规模越大越
好。这是应该注意避免的一个问
题。适度规模经营，是完全符合
中国国情的，是被实践反复证明

的正确选择，是中央一再强调的
改革方向。人多地少这个国情，
决定了土地经营不能走美国大规
模化的道路。适度规模经营，可
以让土地农产品生产率和以货币
为计算标准的经济效益达到最大
化。这两条标准是土地规模经营
适度性的标尺。从记者采访看，
浙江适度规模土地的精耕细作，
比 大 规 模 土 地 的 粗 放 型 耕 种 经
营，在复种指数、水旱轮作、农产
品生产率和亩产经济效益等各方
面，都显示出优势。

浙江农民有土地精耕细作的
优良传统。从实践看，种植经济作
物 ，在 20 亩 至 30 亩 之 间 比 较 适
度。这种生产经营可以投资大棚
四季劳作，以家庭劳动力耕种经营
为主，适当雇佣一些劳动力，再辅
助社会化服务，亩产效率和经济效
益均可最大化。谷物生产，规模可
以达到数百乃至千亩以上，机械化
生产对粮食生产比较有利。但总
体看，土地经营规模适度，更符合
生产力水平，更符合亩产经济效
益，更符合农民利益。因此，在土
地流转规模上不能简单化和急躁
化，更不能照搬美国规模越大越好
模式。这是需要防范的。

土地流转流向工商资本并不
是越多越好。这是一个应该搞清
楚的问题。工商资本进入土地规
模经营，对农业大社会生产，对现
代农业发展示范，有明显的推进作
用 。 但 这 种 形 式 并 不 是 越 多 越
好。这里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土地
流转改革，主要得益者是更多农
民。这是必须坚持的一条重要原
则。流转土地向工商资本集聚，土
地经营得益者是工商资本者而不
是更多农民。这是显而易见的道
理。如果让大户、家庭农场和各类
合作社成为土地经营者，得益的是
更多的农民。后者更能保护农民
的根本利益。

中央多年来一再强调，工商资
本应该更多进入农产品深加工等
一家一户农民难以办到的农业领
域。在一家一户农民能够做的农
业生产上，工商资本的龙头企业不
要来同农民争资源争利益。再加
以延伸，乡村旅游的许多资源，都
是农民创业致富奔小康的珍贵资
源，也是农民最大利益所在。工商
资本适量参与，起到一定带头示范
的引领作用是必要的。但在总体
方向上，土地流转和乡村旅游，只
要农民能够做的，尽可能让利给更
多农民，最大限度保护农民在农业
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利益。
因此，一些地方在土地流转上习惯
简单化，喜爱大规模，或许还有某
些政绩冲动，把流转出来的土地向
工商资本龙头企业更多集聚，这种
倾向还是值得商榷和讨论的。我
省一些地方试行以土地入股的形
式进行流转，农民不但有租金，还
有土地经营的利润分配收入，这值
得总结推广。

农业经济在经济总量中的分
量，同第一次农村改革时当然不能
同日而语。但“三农”在整个工作
中地位的极其重要性，中央布置全
局工作时从未有过丝毫一点的减
轻。记者在采访中多次遇到一种
尴尬，一些县镇主要领导谈起工业
数据如数家珍，问到农业却一问三
不知。土地流转改革，是当下农村
改革和发展的一件大事。推进土
地流转改革，对实现农业现代化，
对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对亿万农
民致富奔小康，意义重大深远。在
改革新元年之际，具有改革创新精
神的浙江，土地流转改革已经出现
亮点纷呈的大趋势。在改革潮起
潮涌之际，重要的是加强有力指
导，集聚正能量，控制负效应，把问
题解决于初始阶段，把风险防范在
最低限度。

农村改革在中国改革发展中
始终起到引领作用。以土地流转
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正在深刻
改变农村发展进程，并为开启的新
一轮全局改革注入生机盎然的巨
大活力。让我们伸出双手积极真
诚拥抱这场改革吧！

当农村改革潮起潮涌时
之江观察之江观察

跑步与廉政，有着奇妙的联系。它们正是健康心态的一体
两面。身体与精神的锤炼，都需要清醒的自省与理性的自制，这
是一名优秀跑者的基本素质，更是一名清廉官员的基本素养。

尉迟公

11 月 3 日，杭城。东新路的一
条斑马线上，悲剧又一次上演：一
辆厢式货车没有主动及时避让，撞
倒一家三口，其中一个 2 岁的小生
命就此殒落。

先问一句：在斑马线前刹一
脚，会有多难？

也曾走过多个城市，凭心而
论，杭州这座城市车辆在斑马线上
的礼让，应该说在全国算是做得好
的。特别是公交车，笔者上下班在
单位大门口过马路时，公交车十次
至少九次提前刹车避让，每次我都
充满敬意地竖起大拇指。

公交车是做到了，其他车辆
呢？同样都是司机，境界却是不
同。看看那些斑马线上的车祸，不
难下此结论。交通事故有时候是这
样的：九十九次避让，一次没避，就
有可能出大事。看似小概率事件，
结果往往严重。

悲剧在呼唤：如果你是一位司
机，遇到斑马线就主动刹一脚，这
和举手之劳毫无二致。踩下一脚，
或许就耽误你几秒钟，或许会耗你

一点点油，但与他人生命相比，不
值一提。相信，有道德的你，敬畏
法律的你，会做到的。

悲剧在呼唤：有可能的话，有
些道路可再多一些监控探头或红
绿灯。许多城市，警力都是有限
的，不可能满大街上都站着警察。
有了监控和红绿灯，许多司机是不
是会收敛一些呢？还有，一旦违
法，不妨及时通报司机单位。

悲剧在呼唤：处罚力度再加大
一些。文明有时候是罚出来的。
就像醉驾曾经比比皆是，动用重典
之后，效果立竿见影。斑马线不礼
让 ，特 别 是 闯 祸 的 ，不 妨 也 效 仿
之。有记录在案且屡发不改者，更
应“零容忍”。

当然，行人也应按规矩来，在
过马路时一停二看三通过，不可因
为享有优先路权而硬来。斑马线
就是“警戒线”，只有行人与车辆相
互体谅，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悲剧
或不再发生。

遇到斑马线，你我的一次主动
礼让，传递的是一种精神、风度和修
养；一个行人先过的手势，感受到的
是一座城市的文明、温暖和幸福。

斑马线上悲剧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