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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威慑”不可取

沈海涛/画

□杨朝清

近日，在中国计量大学2022级新生开学典礼
上，校长徐江荣致辞，向同学们提出忠告：网络游
戏是最大的校园毒品，每年被取消学籍的同学
90%因为游戏，100%不值得同情。

新学期，数以百万计的00后新生迈入大学校
园。新生开学典礼具有很强的仪式性和象征性，
校长致辞本质上也是一堂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
课程。“被取消学籍100%不值得同情”的背后，是
教育工作者的良苦用心。

长期以来，“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成为一
种口口相传的经验。为了激励和鞭策中学生在学
习上更努力，不少家长和老师喜欢用“上了大学就
轻松了”来勉励和安慰他们。殊不知，“上了大学
就轻松了”是一种陈旧、滞后的经验之谈，已经背
离了现代大学的教学实际。如果学生在入学前就
信奉和认同这一观点，在大学几年里得过且过混
日子，最后难免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与中小学相比，大学学习很多时候是开放式
的。在时间安排相对宽松、“他律”缺失的背景下，
如果大学生缺乏自律自制，就难以抵制诱惑，最终
导致惰性滋长，浑浑噩噩度日。大学倡导自主学
习，赋予学生时空和时间上的相对自由，这种自由
需要规范与边界，让学生知道哪些事情不被允许
做，从而避免学生走向歧路。

网游本无原罪，却不能“反客为主”。网游
之所以受欢迎，在于它满足了玩家的精神诉求，
能够让人收获满足感与成就感。可是，网络游
戏与现实世界有区别，“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
只想玩网游”的本末倒置，让一些大学生的学业
亮起了“红灯”，作息混乱，甚至被迫退学、取消
学籍。在这种情况下，学校负责学生管理的部
门和教师就要担起责任，想方设法对相关学生
进行干预和帮助。

有学生目标清晰，以不断攀登之姿迎接着愈
发开放的未来，也有一些学生在游戏和自我放纵
中迷失。如何让大学的时光更加充实、更有意义，
是摆在每个大学生面前的现实考题。开学典礼上
的当头棒喝，听起来或许有些刺耳，但表达的都是
盼望学生越来越好的希冀。

“被取消学籍100%不值得同情”，并非校长冷
酷无情，而是爱之深责之切。对刚步入高校的学
子而言，只有学会自律自制，让大学成为自己人生
新阶段奋斗的起点，今天意气风发的大学新生，才
会在未来更长的时间收获成长，拥有更加美好的
未来。

大学应成为
奋斗的新起点

据媒体报道，河北秦皇岛一学校在校门口摆放桌子贴“免费碎手机”标识，并在桌子上放着一把
锤子，引发争议。对此，校方回应：摆放工具希望能震慑学生，但如果学生没有提前报备偷摸带手机
发现后会砸碎，砸碎后学校会照价赔偿给家长，也经过家长同意。

点评：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场所，对学生应当教而育之，而非威而慑之。

□饶思锐

9月5日是“中华慈善日”，也是首个“重庆
慈善周”启动日。在此前夕，市人力社保局、市
民政局对在 2020 年至 2021 年期间，为重庆慈
善事业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个人、慈善
组织和优秀慈善项目（慈善信托）予以表彰。
其中，高光勇、罗伟林、尹兴明、帅卒、高雪、刘
善明、郭辉等 7 人被评为慈善楷模（个人）；重
庆儿童救助基金会、重庆市华岩文教基金会应
急自愿救援队、大足区慈善会被评为慈善楷模
（集体）。

“广积善德，益起成长。”这是慈善楷模郭辉
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在他看来，慈善是一
种态度，公益是一种生活，能够在帮助别人的同
时，促进自身的成长。

“益起成长”起来的，是慈善者丰富多彩的
人生，是英雄之城的侠义情怀。数据显示，党的
十八大以来，重庆慈善力量持续壮大，全市累计
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36个，公益慈善类社区社会
组织2899家；注册登记的志愿服务组织有556
家，注册志愿者620万人；设立慈善信托19个，规
模达到2697万元。2021年，市慈善总会联合其
他社会组织募集资金5.03亿元，位居全国慈善
组织第二。这些数据，让我们看到了英雄城市
的脉脉温情，也看到了英雄市民的古道热肠。

在许多媒体采访中，一些企业家、艺人在回
答为什么参与慈善公益活动时，往往会引用“能

力越大，责任越大”来表明心声。在许多人看来，
公益慈善行为，是彰显个人社会价值、体现企业
社会责任的重要形式，只有“成功人士”才应该做
慈善公益。但实际上，一个人能否参与到慈善公
益中来，与其身份地位、能力大小无关，而是在于
其是否有恻隐之心，是否有兼济天下之志。

在现实中，有些人在面对他人求助时，往往
会纠结捐赠金额，捐少了怕没面子，多捐又力有
不逮，于是干脆不捐，当作没看见；甚至还有些人
会进行攀比性捐赠，要“比领导少，比下级
多”……实际上，捐赠有多有少，公益不分大小，
都难能可贵。当下，就有不少互联网平台推出了
微慈善活动，一分钱起捐，汇聚无边大爱，积少成
多。因而，面对公益慈善活动，莫以善小而不为。

更何况，慈善公益行为并不等同于捐钱捐
物。常言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参与慈善

公益的形式有很多，在捐钱捐物之外，还可以
“捐时间”“捐能力”，如参加公益展演、志愿服
务、心理疏导等等。只要能帮助他人，又何须计
较什么形式，或者谁的能量更大？

当然，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很多
挑战。要打造巴渝慈善文化品牌，还有很多工作
要做。如保障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所需工作经费
列入政府预算；在规范化、透明化上下足功夫，做
好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提升专业志愿服务
的比重，推动慈善从业人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
引导好、组织好应对突发事件的慈善活动；鼓励
慈善组织下沉社区开展实施慈善项目……

只有充分激发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
的参与热情，让公益慈善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生
活，才能推动慈善公益事业良性发展，让人人慈
善、随手慈善成为现实！

慈善公益莫以善小而不为

□朱光阳

“今年我们种植的鹰嘴桃产量在70万斤左
右，预计能有500万元的收入。”既是下塘社区
党支部书记，又是村集体公司凝聚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的刘艮生，正带领村民发展鹰嘴
桃产业，拓展销售渠道，走上一条持续增收的
乡村产业振兴之路。目前，彭水296个村（社
区）都成立了集体公司，其中有288名村（社区）
党支部书记经过选举后担任了公司董事长。

近些年来，重庆许多村（社区）都走上了
特色生产经营之路，有的一村一品，规模化发
展特色农产品；有的因地制宜，利用自身资源
搞活了乡村旅游；有的先富带后富，通过传帮
带形成了远近闻名的司机村、保姆村、电商村
……但是这些村（社区）在发展过程中，也面
临着许多问题。如村里特色农产品多了，但
是善经营的人却不多，大头被经销商赚走了；
有的村民宿、农家乐发展较好，但村干部总把
接待往自家店里领，村民心里不平；有的村产
业帮扶资金下来了，只有承包大户能拿到，最
需要帮扶的散养散种户却领不到；有的村帮
扶资金被摊大饼一样分配，能集中力量做的
事情很有限……诸如此类的问题，增加了村
民农产品销售和特色化产业经营之间的“内

耗”，让不少村民对帮扶政策、帮扶资金分配
的公平性、有效性产生怀疑，制约了乡村产业
的进一步发展。

彭水探索成立村（社区）集体公司，发展
集体产业，选举村（社区）干部和会技术、懂管
理、有思路的党员进入董事会，甚至担任董事
长，让村干部在带动村民致富上更有责任，也
让他们在凝聚动员村民的时候更有力量，能
够更好开展村（社区）工作和搞好公司管理。
同时，户户有产业、人人是股东的模式，也有
利于村（社区）生产规模化、经营专业化。此
举不仅能集约化利用一系列帮扶资金，又能
很好解决乡村产业发展中的分配不均衡问
题，还能让村干部和有一技之长的村民在各
展所长的同时，劲往一处使。

发展村（社区）集体产业，整合各类发展
要素，形成抱团发展，推动乡村产业规模化、
品牌化、市场化发展，带动村民致富增收，是
推动乡村振兴的务实之举，也是推动共同富
裕的有效路径。在村（社区）集体产业的发展
过程中，虽然人人都是生产者，家家都有销售
员，但也要尊重市场规律，避免吃大锅饭，特
别是要在分配上重点向能人倾斜，向效益产
出的关键环节倾斜。如此，才能让村（社区）
集体企业良性发展。

村集体公司积聚振兴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