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一个民族的未来，不妨看看这个民族的人们在读
些什么样的书，尤其是看看孩子们在读什么书。

我网购了一本高尔基的《童年》，准备寄给在海口上
学的侄儿，这本书的红色腰封上印着白色的字体：“教育
部推荐书目 新课标同步课外阅读”。可是，稍一定神，
我就发现封面图片不对头。那是一个表情快乐的男童
斜背着一把钢刀，右手握着一根靠在肩上的棍子，站在
树木参天的森林里……

高尔基3岁丧父，11岁丧母，《童年》写的就是他从
丧父到丧母这一段时间在外祖父家的生活，那段生活是

“一个悲惨的童话”，“因为在那‘一家子蠢货’的黑暗生
活中，残酷的事情太多了”。这样的童年用一张表情快
乐的男童做书的封面图片适合吗？何况高尔基的外祖
父家在城里，他在《童年》里，从来就没有提过他曾肩背
钢刀、手握棍子去过大树参天的森林。

翻开书后，我又发现高尔基的简介也有问题，没有
标出他的生卒年，尤其刺眼的是简介里说高尔基“4岁丧
父，10岁丧母”，这是个明显的错误。作为很早就熟读过
高尔基自传三部曲的读者，我又发现了书中诸多无法原
谅的错误、缺失和疏漏，于是，我果断决定不把网购的

《童年》寄给侄儿了。

星期天，我专程去了市新华书店。五花八门的出版
社标示为“中小学生必读丛书”、“国家教育部推荐书
目”、“备考必读名著”等一排排的图书，让我们眼花缭
乱，在这些图书里，我竟然发现有4家出版社出版的《童
年》和我们网购的《童年》一样，在介绍高尔基时都说他

“4岁丧父，10岁丧母”。最后，我从某社有很多名家推荐
的“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里选出了“最新版”《童年》和

“增订版”《小兵张嘎》，却又从这两本发行量均已高达数
十万册的书中发现了不少问题：书中阿拉伯数字和汉字
数字体例混乱，应该有的注释却没有，显而易见的病句
和知识性错误，等等，不胜枚举，让人目瞪口呆。

孩子是最容易糊弄的摇钱树，也是最大的摇钱树，
熟悉出版行情的人都知道，当今纸质书的大约70%是为
孩子出的教材、教辅材料和课外读物，那么，市场上另外
30%的书的质量又如何呢？

我每年都要买一些新出的书，它们有本土原创的，
也有翻译的国外作品，不少书我都能发现一些完全可以
避免的错误、混乱和疏漏。我也读过一些港台地区和海
外出版的中文书，它们的出版质量则高得多，像牛津大
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书，每一本都是让我爱不释手的精
美艺术品，里面的内容严谨得你甚至挑不出一个用得不
恰当的标点符号。

在我们这里，为什么就少有能让人放心细读的书呢？
著作者或翻译者根基不深，学养不够，或者为名所

累，心浮气躁；图书编辑人员专业素养不高，责任心不
强；出版社管理不善，把关不严，这些当然是最根本的原
因。出版监管部门检查监督不力，恐怕也是无法否认的
原因。出版商请出的一些市场号召力强的专家、学者舌
若莲花，误导读者，也为劣质图书充斥市场起了不可低
估的作用。

劣质书肆虐书市，是对人类精神领地的亵渎，是国
家、民族的耻辱和灾难，相关的著书、译书、编书、出书、
评书、荐书和管书的人，都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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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项关于干部
选任的重要规定，“推进干部能上能下，重点是解决能下
问题”，决定对4类干部“坚决进行组织调整”，包括“政治
上不守规矩、廉洁上不干净、工作上不作为不担当或能

力不够、作风上不实在的领导干部”。这明确
了“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

干部能上能下，是我党一直以来所倡导
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干部既能上又能下司空见
惯。但如今，干部似乎“只升不降”，除非违纪违
法。十八大后的反腐“打虎”进程中，尽管有多名

违纪的官员遭遇了“断崖式降级”，但干部“能
上又能下”并没有成为常态。

“重点是解决能下问题”，有很强的针
对性。一些地方干部队伍中，好人主义
盛行，不敢负责、不愿负责的现象普
遍。有的满足于做得过且过的太平
官，有的身居其位不谋其政，遇到矛盾
绕着走，遇到群众诉求躲着行，致使小

事拖大，大事拖成大祸；有的工作拈轻怕重，岗位挑肥拣
瘦，遇事明哲保身，出了问题上推下卸……这涣散党心，
冷了人心。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

项目标任务,关健是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用什么样的人，就是倡导什么样的人，引导什么样的社
会风气。打破现行的“能上不能下”的用人格局，对于逐
步形成干部优胜劣汰的机制具有重大意义。

能上能下，关键在“下”，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能上能
下，能进能出，有压力，才有动力。干部只有“能下”，才能
使更优秀干部“能上”；只有建立一个干部“能下”机制，使
在位的领导干部有“下”的危机感，才能更加努力工作。

把贪宫、昏官、庸官清除出去，把清官、贤官提拔起
来，才能使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
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好干部脱颖而出，才能根治吏治
腐败，使党的干部队伍永葆青春活力，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才有坚强保证。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最根本的是健全完善制度机
制。要坚持推进制度改革，通过激励、奖惩、问责等一整
套制度安排，保证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形成良好的
用人导向和制度环境。严禁搞形式主义，更不能搞“上
有政策，下有对策”。

毒品就如同是“潘多拉的魔盒”，多少人怀着“试一
试”的好奇心打开了它，没想到堕落、麻木、疾病和死亡
接踵而至，让灵魂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其实，经过我国政府多年来各种形式的宣传和教
育，国民对于毒品的危害还是心知肚明的，也就是说，如
果明知道是毒品，恐怕没几个人敢去尝试。按照这样的
逻辑，我国的吸毒人员数量应该不会出现大幅增长，但
事实上却并非如此。

上月，国家禁毒委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
底,我国累计登记吸毒人员295.5万名,估计实际人数超
过1400万名,其中滥用合成毒品人员急剧增多,目前已发
现145.9万名,年均增长36%,累计登记人数首次超过滥用
传统毒品人数?

从数据中我们能够看出，吸毒人员数量激增主要集
中在滥用合成毒品上。合成毒品是什么？或许不少人
会感到陌生，但一提起冰毒、摇头丸、K粉，恐怕大家都
有所耳闻。

这种“换了马甲”的新型合成毒品带有很强的迷惑
性，让不少年轻人误入歧途。有数据显示，滥用合成毒
品人员中八成为35岁以下青少年。他们知道海洛因的
危害，所以更愿意选择冰毒等新型毒品。不少吸食者甚
至认为自己不会上瘾，想停随时可以停止。但事实上，
吸食一次冰毒就会在脑部留下不可逆的伤害，长期吸食
者基本都会精神失常，即便经过治疗，也无法完全恢
复。与传统毒品相比，冰毒等新型毒品危害更大。

这种对新型合成毒品认识上的偏差，是导致其被青
少年滥用的主要原因。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必须加

大宣传力度，通过开展毒品预防教育
进学校、进单位、进家庭、进场所、进社
区、进农村的“六进”活动，让人们更深

入地认识这类毒品，知晓其危害性。
另外，明星吸食毒品也对青少年起了很坏的示范效

应。年轻的追星族认为，影视明星就是“人生导师”，会
去刻意模仿他们的一言一行。所以，对于明星吸毒，不
仅要加大惩戒力度，还要通过媒体监督、行业监管等措
施，强化对艺人的行为约束。让拒绝毒品在演艺圈蔚然
成风，引导青少年自觉抵制毒品。

最后，青少年还应该具有防毒意识。首先，要会交
朋友，不和不三不四的人称兄道弟，不跟他们出入声色
场所；不要听信所谓“摇头丸可以减肥保持身材、不会上
瘾”等谎言；对于来历不明的食品饮料要有足够的警惕
性，严防他人“下毒”。其次，遇到亲朋好友吸毒，要及时
劝阻，努力无果的情况下要立刻报警寻求帮助。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只要从识毒、拒毒、防毒三方
面共同发力，三管齐下，相信我们就一定能打赢这场针
对毒品的“人民战争”。

高考落榜
远不是认输的时候

□魏英杰

近日，全国各地陆续公布高考分数，考生将开始填报志
愿。对于在这次高考中落榜的考生，这段时间注定是灰暗、
彷徨和失落的日子。这次考试，还可能给考生留下长久的心
理阴影。

23日晚，阿里巴巴创始人、董事局主席马云回想起自己
高考失利的那个夜晚，百感交集。于是他给失意考生写了一
封信，说：“人生变化无常，今天的顺利未必未来就一定会成
功。今天不成功也不意味着未来就没有机会。”

马云以两次高考失败的“资深落榜生”身份，写下这么一封
信，读来让人深有感慨，非常有说服力。确实就是这样一个道
理。每个人都在追求成功，但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够顺利抵达成
功的彼岸。实际上，哪怕彻底输了高考，从此离开课堂，也并不
意味着机遇的大门已关上，人生从此毫无精彩可言。

去年这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叫《输了高考，我依
然过得很好》。没错，我也是一名高考落榜生，而且第一次高考
失败后，我再也没有回到高中课堂。我认为，高考胜出，就像赢
了一场球，而输了的人，依然有机会换个场地继续参加比赛。
如果自己觉得好，那么一切皆好，就算输了高考也无妨。

但今天我想强调，输了高考固然无妨，却不是说，这时候就
该完全放弃。虽然高考失利，我仍然以自费形式读了两年大
学。这两年大学生活，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并非可有可无，而是
至关重要。正是在这期间里，我通过大量阅读，找到了自我，初
步确定了自己的人生方向。能有机会上大学，是一件重要而幸
福的事情。有些知识和精神沉淀，在大学以外很难获得。

况且，时代和社会环境已经大不一样了。以往，大学生
数量相对较少，这意味着不是大学学历的人，仍有许多成功
的机会。而如今，大学录取率通常在70%以上，在连大学生都
存在就业难的情况下，不考进大学，没有大学文凭，想要实现
自己的理想目标，更不容易了。以往很多工作都不需要大学
文凭，现在一个普通职位，动不动就要求大学文凭乃至硕士
学位。说实话，如果我是现在才踏入社会，以我当年的条件，
机遇未必会青睐于我。

所以，摆在落榜同学面前的，不是去想干脆不读书了，而
是怎么去珍惜第二次机会，通过自身的努力，胜出高考。在
这方面，马云是一个典型例子。由于偏科严重，他在第一次
高考中，数学只考了1分（体育老师教的？），于是毫无悬念落
榜了。第二次，他的数学成绩提高了，考了19分，再次毫无悬
念落榜。到了第三次高考，马云数学79分，这才勉强上了专
科线。高中生马云的优点是什么，无他，就是不认输。

高考落榜，在今天已经不是大概率事件。或者说，只要
再努力一些，大学的门或许就对你敞开了。为什么不再给自
己一个机会，也给大学一个机会呢？如果这时候就认输，不
止输的是成绩，还是精神上的妥协，后者可能比考试失利对
一个人的打击大得多。应该指出，考大学不光是为了一张文
凭，关键还在于在大学里学到什么。这也许将决定一个人能
够抵达什么样的人生境界。

高考，只是人生的一道坎。高考落榜，远不是认输的时
候。既然高考不是一次否决，为何要主动放弃再来一次的机
会？把这次落榜当作一次预演，又何尝不可？放下心理负
担，好好自我调整，美好未来还在不远的地方等你！

辞退旷工
教职员工咋这么难

□邓海建

6月20日，西北政法大学在《陕西日报》发布辞
退公告，根据相关规定，“对李莉、张园园、胡梅、张
兰、王楠、时轩、王显、韩晓青、沈钊、侯爵作出了辞
退处理，现予公告”。无独有偶，西安工程大学也公
告称，“已旷工超过一个月的30名教职工，限本人自
公告登报之日起一周内到学校报到并办理相关手
续，逾期不到，学校将按人事管理相关规定处理。”

两所高校，同日公告辞退数十名教职员工，这
样的规模和力度，确实令人惊讶。国有国法、校有
校规，旷工不回，辞退在情理中，也符合有关规定。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就规定，事业单位与工作
人员订立的聘用合同，期限一般不低于三年；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连续旷工超过15个工作日，或者一年
内累计旷工超过30个工作日的，事业单位可以解除
聘用合同。

看起来，这是“校规伺候”，正风肃纪。但细究
起来，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6月23日，西北政法
大学一名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此次辞退的教职工长
期没到学校上班，且多数是十年以上未到岗；西安
工程大学人事处相关工作人员也证实了上述30名
教职工多数因“出国未归”而旷工的说法。“失踪失
联”数年、乃至十数年，才想到清退处理，如此脉脉
温情，究竟为何？

能出国而经年未归的高校在编人员，显然不只
是集聚于陕西的这两所高校。教职员工中离职离
岗而编制关系仍雷打不动的，也非个案。不妨做个
假设，沿着陕西两所高校的清退思路去顺藤摸瓜，
无须暗访，只要明查，估计不难找到一长串相似的

“蚂蚱”。
最典型的例子，当是此前备受关注的“何老师

事件”。何炅闯荡娱乐圈已多年，却赫然在北外《工
资在发编制内人员名单》上，类别标明是“在职”。
此份名单是北外根据教育部办公厅要求开展吃空
饷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后公布的。拿不拿工资不是
要害，它映射出来的，是高校编制混乱的冰山一角。

数据显示，十八大以来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中，30个省份共清理清退“吃空饷”16.2万人，涉
及财政资金84亿元。2014年12月经国务院常务会
议决定，将在全国集中治理“吃空饷”顽疾。此前有
消息称，机关事业单位“吃空饷”问题治理，已被列
为今年的五项重点工作之一。教育部要求，最迟今
年2月底前，应完成对“吃空饷”的摸底登记、自查自
纠、全面核查和制度建设。教育部在方案中还表
示，将对此组织专项抽查核查。那么，查纠不及时、
不到位，放纵长期“吃空饷”，要不要来个配套的“责
任清单”？

高校在编教职员工出国“玩不归”，究竟该等
他们几年才算仁至义尽？这个问题，在教育深化
改革与依法治国的语境下，不能不声不响地沉入
高校历史。

干部“能下”
根治吏治腐败的一剂良药

□王德华

禁毒保卫战要“三管齐下”
□唐华

劣质图书充斥书市，该管管了
□汤国基

彩票资金
不是私人提款机

□邓海建

6月25日，审计署发布了2014年对我国彩票资金进行审
计结果的公告，涉及18个省，228个省市级彩票销售机构、以
及4965个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此次审计查出虚报套取、挤
占挪用、违规采购、违规购建楼堂馆所和发放津帖补帖等违
法违规问题金额169.32亿元，占抽查资金总额的25.73%；涉
及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854个，占抽查项目数的17.2%。

换句话说，在抽查的天量彩票资金中，有超过四分之一
去了不该去的地方。这个比重，让本具公益属性的彩票发行
事业情何以堪？据报道，审计署已向有关部门移送违法违纪
问题线索90起。要不是这次大规模的审计，谁又能揭开彩票
资金“艳若桃花”下的肿毒？

彩票与博彩的区别，在于其资金用途的公益性。换句话
说，如果彩票受益最终流入个人腰包或集体金库，这就跟私
人开设的“老虎机”没什么区别。彩票资金审计出的问题，让
人想起不久前媒体的报道，说隶属于中国福利彩票范畴的福
彩即开型彩票——中福在线，成了私人牟利工具，其管理运
营公司中彩在线名为国有控股，实为私人掌控。据称，接照
股权比例计算，过去12年，“关键人物”通过中彩在线获得27
亿元的收入，而代表国家的福彩中心仅获得18亿元。好在民
政部已表态介入调查，真相不日将浮出水面。

这些年，有关彩票资金上的质疑与追问，从无止歇。有
的彩票培训中心奢华惊人，有的干脆直接拿钱买游艇盖大
楼，还有的弄虚作假中饱私囊……中奖的程序透明问题、巨
额沉淀资金的效率问题、官商自肥的违法嫌疑，似乎只有吐
槽，而从无回应。其实早在2001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规范
彩票管理的通知》就指出，彩票发行费用比例过高，彩票公益
金的使用范围过于狭窄，同时明确“降低发行费用，增加彩票
公益金”的改革方向。遗憾的是，不透明、不公开、不科学的
运营管理，以及中国彩票公信力的重重危机，与这些违法违
规现象一起，蛰伏在监管作为的视线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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