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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申论》考试因其能有效测评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

及文字表达能力，较好评价考生是否具备承担公务员工作所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因而逐渐成

为中央、国家机关到地方各级政府招录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普遍采用的主要考试科目

之一。从目前云南省广大参考公务员考生的情况来看，《申论》的考试成绩普遍不理想。考

生成绩不理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提出对策的能力差。可以说，《申论》考试的核心是考查考

生提出对策的能力。而要提高考生提出对策的能力和水平，就必须全面把握当前党和国家的

大政方针政策，深刻了解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和主要任务，时刻关心社会热点问题及其

解决措施。这是本书编写的出发点和目的。

《申论》考试所提供的背景材料一般都是反映现实性的问题，具有强烈的针对性、社会

性。考生必须充分认识到，公务员的工作涉及国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事务，因此对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都应当关心，应当有所认识、有所思考，对社会热点或大众传媒关注的焦点也应

有所了解，否则很难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本书最大的优点在于突出实用。摈弃了一般公务员考试辅导用书的两大缺点：一是有理

论性但无实用性的纯教科书式的理论分析；二是有一定训练意义但无实际指导价值的纯练习

题式的模拟训练。本书编写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帮助考生全面掌握 《申论》考试可能涉及的

社会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和焦点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提高考生的对策水平。本书对社会热

点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类，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本书的写作重点在于对

社会热点问题的对策分析。本书提出的对策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吸收了政府相

关职能部门的建议以及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从而使本书对热点问题的分析具有了代表性

和现实性，所提出的对策措施也具有强烈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本书的出版必将使

报考云南省公务员的广大考生在复习准备中有的放矢，大受裨益。

由于时间紧张、编者知识和能力的有限，本书仍难免有疏漏和不当之处，希望广大考生

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不断完善。

编　者

２０１５年９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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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模拟试题一

一、注意事项

１申论考试与传统的作文考试不同，是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２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４０分钟，作答１１０分钟。

３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 “作答要求”依次作答在答题纸指定位置。

４答题时请认准题号，避免答错位置影响考试成绩。

５作答时必须使用黑色钢笔或圆珠笔，在答题纸有效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

答无效。

二、给定资料

１从２００８年年底开始，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陆续加入了自来水涨价的大合唱。尤其最近

两个月以来，包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南京等多个大中城市都已经举行了水价上调的

听证会。水价上调在全国大部分城市基本上都已经是大势所趋。另据有关媒体报道，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官员及有关专家正在就水价在部分城市调研，足见水价上涨一事已经引起中央和

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事实上，这轮水价上涨酝酿已久。早在 ２００７年，各地都已传出水价要上调的消息。

２００８年４月，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成本处处长唐铁军曾透露，各地已经将水价列入涨价目录，

会在２００８年择机推出。不过，随后而来的经济过热、ＣＰＩ迅速走高，让各地的水价上涨计

划纷纷流产。２００９年以来，ＣＰＩ持续低位运行，给资源产品价格改革提供了机会。

２００９年７月１６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广受市场重视的二季度宏观经济数据。业内专家

普遍认为，总体呈现暖意的宏观经济数据，再次印证了中国经济复苏的预期。在此背景中，

物价的上涨仿佛也正在成为经济复苏的信号———地王频现，房价的大面积回暖使开发商喜形

于色；油价上涨，中石化饶有兴趣地与民众谈论起了 “裸油价”；现在，就连水价也终于按

捺不住涨价的冲动。

２近几年，水价的增长较快，从五角、一块多到两块多、三块多，甚至有些城市已经

达到五六块一吨。不少民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对此怨声载道。不过，水价的每次上调，有

关部门和专家都会拿出 “充分理由”。

有专家抛出言论，从居民承受力的角度看，中国水价还有约２４％ ～１１０％的上升空间。

这次国内多个城市准备涨水价很可能就是看中了２４％～１１０％的上升空间。为了这个上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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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就需要找出一些看似很 “充分”的理由。然而，这些观点都是振振有词，但可能都值

得商榷。试想，水价上调以后，会是哪些人节约用水？只有普通民众，尤其是城市低收入居

民，他们会为了几元钱攥紧了钱袋子过日子，有钱人则不会。但目前浪费水资源的主角可能

不是这些普通民众。目前的水价是否低廉到让民众一点也不在乎的程度？

据新闻报道，很多供水企业常年亏损，比如，某城市官方承认调整水价的主要目的是帮

助水务企业保障供应。他们出示的数据称，２００８年度该城市自来水企业主营业务利润为

－４１８亿元、净利润为－２６５亿元，排水企业主营业务利润 －１９５亿元、净利润 －１９５亿

元。但是，可能会有民众质疑，供水企业的亏损都是水价低廉造成的吗？由于供水单位是垄

断经营，在财务数据不详、亏损原因不明的情况下以提价方式弥补亏损，可能难以让民众心

悦诚服。

不少地方的片面追求ＧＤＰ的增长，大量盲目上马高消耗、高污染工业项目，不但污染

了水源，还增加了自来水处理成本。“谁污染，谁就要付费”这才是天经地义的。居民用水

与工业用水所造成的污染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污水处理成本不该由民众买单。只

有让 “受益”的污染企业出钱治理水污染才能遏制盲目上马污染工业与污染企业乱排乱放，

如果只是简单地普遍提供居民和工业用水价格，可能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３伴随着水价上涨，各地水价上调的听证会也前赴后继地陆续召开。从一些地区调整

水价的趋势来看，调整幅度为每吨０４元至０７元不等。调查显示，大多数居民反对涨价。

在媒体报道中，质疑声音也可能占主流，但听证会投票结果往往是赞成票占压倒性多数。实

际上，这种民意和舆论 “一边倒”反对涨价，而听证会 “一边倒”赞成涨价的现象常常在

各地上演。

２００９年２月６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下发了 《关于做好城市供

水价格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地在推进水价改革过程中要严格履行水价调整程

序，充分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尤其要做好低收入家庭的保障工作，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平不降

低。按说各地水价调整只要按法律程序广泛进行听证，得出的 “水价”应该是民众可以接

受的，可为什么两部委还要联合下文要求 “水价调整要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呢？显然，这

是出于对听证会的担心，提醒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强化对水价听证会的监管和监督，确保听

证后的水价与民意接轨。

国内对事关重大民生利益的公用价格采取 “价格听证制度”，其核心精神是尊重 “民

意”，这就决定了组织听证会的机构应该是各级人民政府，而不该是垄断部门。因为水价关

乎民生，在水价上涨的同时，可能会引发其他物价的普遍上涨。

４在近日举行的一场名为 “解读水价问题”的小型论坛上，世界银行高级环境与市政

工程师樊明远提出，“其实低水价是资助了高收入者，而不是资助了低收入者。”他解释说，

因为高收入者通常用水量大，水价偏低，高收入者可以每天用自来水给游泳池换一遍水，但

是低收入者还是用不起，“提高水价，同时出台对贫困人口的配套政策，这其实是一个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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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促进资源节约、合理消费的政策”。这几句话网民纷纷认为，经不起推敲，提高水价是

劫富济贫且不能伤害穷人的利益的说法不靠谱。

广东 《深圳特区报》有文章说，显然，这又是一帮貌似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的专家，又是一个与 “提高学费，穷人的孩子才上得起学”如出一辙的雷人逻辑。按照专

家们的逻辑，不堪承受价格频繁上涨之重的庞大低收入群体反倒成了涨价的受益者。就在这

个研讨会上，一些专家还说，“不能因为这部分人 （低保户）喝不起水，就让所有的人都享

受不到好的供水服务，这实际上不符合历史的潮流。”在这些专家们看来，人们享受不到好

的供水服务，竟然是低保户的错，是低保户们影响、阻碍了部分人的高品质生活。

湖北 《楚天都市报》有文章说，按照专家们 “水价低了，就会让富人搭便车”的逻辑

推算下去，到处都有便车，这是否意味着供电、天然气、交通、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行业

都要大幅涨价，规避富人搭便车呢？即使要劫富济贫，也应该通过税收杠杆来实现，没有理

由拿公共产品做文章。其实，这些专家们语出惊人，其目的再清楚不过。就是为助推新一轮

自来水价格上调制造舆论攻势。

５现今一些垄断部门酝酿涨价，总喜欢打着节约资源的旗号，电涨价是为了节约用电，

煤涨价是为了节约用煤，水涨价是为了节约用水…… “节约资源”成了一个筐，好像不涨

价就不能节约资源。提高市民的节水意识是必要的，但不能以节约资源作为提价的理由。

水的价格涨上去了，穷人的日子是不是好过，是不是因此得到了 “实惠”呢？在此类

“劫富济贫”的 “幌子”下，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则是富被 “劫”了，贫依然是贫，却并

不见 “济”的迹象和踪影！生活经验与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富裕的家庭是不会为了几十元、

甚至上百元的水费而刻意节约用水的。高水价在生活用水中的价格杠杆节约资源作用，往往

只会在普通民众、特别是贫困弱势群体身上起效果，但这种 “节约”却以牺牲民众最基本

的生活用水 “舒适度”为代价。而且，现有的水价标准已经足够使低收入者懂得节约用水，

任何细微的价格变动或许都将成为他们难以承受之重。如果这种一刀切的收费模式不能改

变，很难想象，当水价高到使浪费成性的高收入者都懂得节约用水的时候，那些低收入者将

陷入怎样的用水困境？

水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在中国基本上处于垄断地位，如果一旦涨价，最有经济压力的莫

过于普通民众，如此一来，这用错地方的经济杠杆显然达不到节约水资源的目的，并且还演

变成了 “少数人患病，多数人吃药”。若一定要通过抬价来节约资源，就要找准浪费的源

头，对症下药，比如对工业生产用水、商业经营赢利用水采取较高的计价标准，而城市居民

用水的计价标准则可以保持现状或微微上调，这样既能保证普通民众用得起水，也能在一定

限度上控制水的用量，实现资源节约的目的。

而现在之所以动不动就举起涨价的大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比起其他的节水措施，涨价

对企业和相关部门来说操作起来更方便，更能为其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

６自来水价酝酿上涨，居民普遍反对。我们注意到，专家的言论实在是匪夷所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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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且不说部分所谓专家已沦为各种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就专家自身来说，自然不会在意

水价涨几角钱，但有关部门必须注意到多数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和意见。水价上涨不能请几

个专家开个论证会了事，尤其是当居民普遍反对遇到专家普遍支持，即便是举行听证会这一

相对公开民主的形式，最终人们会发现，几个专家的意见，就成为水价调整决定性理由。这

也许是有关部门和专家能频频成功合奏 “水价上涨曲”的惯用伎俩和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城市供水属于具有天然垄断属性的公共服务行业，带有一定的公共性，其首

要目标并非营利，不能简单地以市场眼光来衡量水产品的价格，还应为消费者算细账，考虑

消费者的承受能力，让公共产品价格与普通消费者收入接轨。何况，提升公共服务品质，还

原公共产品公益本质，正在成为政府与社会的共识。尽管有消息说，经济正在复苏，上半年

ＧＤＰ同比增长７１％。但是金融危机的冲击也给民众生活带来很大的压力。未来经济发展仍

然充满不可预知性，不少民众的实际收入水平下降了。如此经济大环境下，专家出来帮供水

企业嚷嚷涨价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再说，水产品到底该不该涨价，如何涨价，专家说了不算，供水成本核算与听证都是不

可或缺的程序。听证主导者一方面要严格测算并公开供水成本，看看专家是否与供水企业一

个鼻孔出气，供水企业到底是 “真亏”还是 “哭穷”，让民众心中有一本明白账。

７供水企业将亏损的理由归于水价偏低，显然是一家之言。很多供水企业亏损的根本

原因，可能与管理不善、人员大量超编密切相关。据统计，由于供水企业管理不善，国企城

市公共供水系统管网漏损率在２０％以上，城市供水每年损失至少在１００亿立方米。供水单

位人员超标导致管理费用过高，更是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很多城市供水单位人员超编在

５０％以上。再加上企业盲目建设导致设施能力过剩，将经营成本与政策性成本混淆，导致成

本不合理上升。很多供水企业抱怨亏损，但很少有企业愿意公布其成本构成，在成本不透明

和不合理的情况下，单纯调整水价，将纵容供水企业管理不善和人员超标。

如果价格机制完善，合理提高水价的确可以起到调节居民用水的作用。但在经营垄断、

成本模糊和价格机制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涨价不但不能达到节约用水的公共政策目标，

反而成为企业转嫁不合理成本的借口。从节水的视角看，国家推行水价改革的关键依然是合

理确定成本，对管网漏损等成本一定要让企业自己承担，而不能转嫁。

更重要的是，每个城市，都基本只有一家供水企业，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供水企业越

多，每家都要把管网铺满全城，吃水的平均费用就越高，一家供水企业是最优选择。所以，

每个城市的供水企业是自然垄断者，就对价格有很大决定权。如果由供水企业自定水价，可

能就会有人吃不起水。所以，水价改革关乎公平。

８居民用水价格的制定和调整，垄断的供水企业必须提供真实可信的成本信息，再通

过听证会的辩论，才能调价。可恰恰供水企业从来没有详细披露过成本信息，让人疑虑是一

本糊涂账。核心的问题是，现在的水价，都包括哪些成本，这些成本是不是企业的实际支

出。比如，如果把城市管网的成本纳入水价，笼统的概念，究竟应该如何准确定义？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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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必然涉及税务、统计、民政等诸多部门，而其本身也无疑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原本水务

部门就可以独自搞定的事，何至于如此兴师动众？由此而产生的巨额成本，又该由谁来消化

吸收？

显然，让占极小部分的富人为利用社会资源多付出些，这听上去很美，在理论上似乎也

说得通，然而，即使是那些所谓的专家恐怕都不会否认，在现有社会保障机制下，根本没有

可操作性。

事实上，既要高收入者为高消耗水付出高代价，又要保障低收入者喝得起水，并非没有

两全其美的中间路线可走：即推行阶梯水价，就是政府在合理核定居民用水及各类企业营业

用水基本用量的基础上，采取不同的计价标准，标准内水量实行低价，超过标准的水量加倍

收费，这样既能在保证低收入家庭用得起水的同时，还能通过高价水制约高收入者浪费水的

现象，从而达到整体水价不降低又节约水资源的目的。

如果阶梯水价真的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高收入者必然要为他们的浪费付出代价，这

本身就是对低收入者的一种资助，又何必多此一举地一边涨价一边发放补贴呢？

９有业内专家透露，各城市要求提高水价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并不是出于成本上升和

水资源节约这么简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不少城市的水务领域专业经营由于有外

资的参与，因此自来水价格的调控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完全掌握在政府的手里。

据了解，外资参与中国水务领域经营的越来越多，比如，法国苏伊士集团北从昌图、南

到三亚、东起上海、西达重庆，在全国范围内拥有２２家合资企业。而具有１５３年水务领域

专业经营历史的法国威立雅公司也在中国掀起了收购狂潮，迄今为止拿下了天津、上海、北

京、成都、昆明、兰州等近１９个城市的２１个合资项目。

地方政府往往是根据合同价从外资手里买水，比如一吨水的成本是１５元，政府的收购

价格可能在１８元到２元之间，然后政府再以低于收购的价格卖给城市居民。亏损时间长

了，政府无法承担，水价上涨就可能是唯一的选择。

１０中国水务市场中悄悄刮起了一股外资风潮。以往，连年亏损、需要政府不断补贴才

能为继的地方水厂却成了外资角逐的 “香饽饽”。在各地水厂招标中，经常出现的一幕是，

几大外资巨头同台竞标，不惜一掷千金、溢价几倍甚至十几倍抢夺原本亏损的水务项目。经

过几年疯狂的扩张，外资占据了国内一线城市１／３以上的市场份额。外资巨头们在进入中国

１５年后，已经以一个庞大的中国水务版图进入了公众的视线。

占据多个城市水务市场后，外资会否通过不断上调水价让消费者为过高的竞拍价买单？

事实上，从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各地涌现出的上调水价热潮很大程度上含有外资的利益诉求。据

了解，２００２年以来，尤其是２００７年间，外资水务巨头在中国掀起了并购狂潮，尤以具有

１５３年水务领域专业经营历史的法国威立雅公司为甚。有媒体仔细对比后发现，此前外资水

务巨头 “豪赌”下注的城市几乎均在本轮涨价潮之列。

１１有观点认为，外资水务企业是涨价的操纵者。这就是所谓的 “外资威胁论”。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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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区域而言，如果 “洋水务”垄断了自来水市场，就意味着供水话语权掌握在外资手里。

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３日 《经济观察报》报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及有关专家正就水价在

部分城市调研。消息人士称，此次调研的重点之一，是外资在中国水务市场的影响，以及外

资与这一轮水价上涨的关系等。这被外界视为官方对最近民间关于水价论战的一种回应。

外资参与对中国水价的影响近来有两种论调，一种观点认为把外资妖魔化了，在华主要

外资企业目前所有签约项目的供水能力，不到全国供水总能力的１０％，排名第一的法国威

立雅公司实际市场占有率不到３％。另一种观点认为水价上涨与外资有关，比如，某城市自

１９９７年起与外资合作，居民生活用水的价格先后上调８次，由每吨０６８元提高到３４０元。

显然，这种争论非常有价值，一方面能让公众清楚水价上涨的真正 “元凶”；另一方面也能

促使相关部门重新审视 “洋水务”与水价上涨的关系。住建部及公众在关注水价的同时，

更应关注中国未来的水安全。

山东 《齐鲁晚报》的一篇文章指出，“洋水务”不惜巨资在中国 “跑马圈地”，看中的

恰恰是自来水在中国属于垄断行业。“洋水务”垄断了一个区域的市场，就能享受垄断带来

的种种好处。据说，在不少发达国家，关系国计民生的城市供水都是被严格保护的，不会轻

易让外资并购或放任外资垄断。有关方面需要意识到，中国的水务问题，不仅仅是水价问

题，关键在于如何保障未来的水安全，一方面是要解决自来水从哪里来的问题，另一方面要

解决水务市场谁说了算的问题，究竟是 “洋水务”还是中国人自己？

三、作答要求

１资料２收集了一些媒体的评论，这些评论认为上涨水价的 “充分理由”站不住脚。

阅读资料，概括资料中评论所针对的两个涨价理由，１００字左右。（１５分）

２以下有四个与资料相关的观点，请选出其中两个表达不够科学的观点，进行评论。

字数控制在３００字左右。（１５分）

Ａ居民在与水务企业的博弈中身处弱势，政府定价切不可因人们有 “价格承受能力”

而忽视他们的基本利益。

Ｂ现在很多水务公司上市了，为了回报股东利益，涨水价就成了实现水务公司股东利

益的手段。这是一种正常的市场行为。

Ｃ公共产品的特点，决定了公权市场的垄断性。环境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必定会出现

问题，因此水务行业市场化改革应值得深思。

Ｄ涨价并不一定需要听证，需要听证的是民意。

３在一项网络调查中，有民众们表示：“我们并不反对上涨水价，相反，我们一向认为

中国的资源性产品定价太低，已经酿成恶果；同样，大多数家庭也许都不在乎涨价后多交这

十来元钱，之所以大家关注水价上涨，因为它关乎社会公平。”就此请根据给定资料谈谈你

的看法。字数在６００字左右。（３０分）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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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中国多个城市上调水价，外资水务企业被认为是涨价的操纵者，并被指垄断了中国

水务市场。请根据给定资料对这一论断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看法。（４０分）要求：（１）

从给定资料入手，自拟题目。（２）观点明确，判断恰当，论述集中，语言流畅。（３）字数

１０００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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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模拟试题二

一、注意事项

１申论考试与传统的作文考试不同，是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２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４０分钟，作答１１０分钟。

３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 “作答要求”依次作答在答题纸指定位置。

４答题时请认准题号，避免答错位置影响考试成绩。

５作答时必须使用黑色钢笔或圆珠笔，在答题纸有效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

答无效。

二、给定资料

１深秋之季，长江水清江平，宝塔湾看上去十分静谧。下午２时，一顿饕餮过后，大

家坐在松软的沙滩上，三五扎堆，漫不经心地开始聊天。

“救命！救命！”不远处传来的呼救声惊动了大家———两个小男孩落水了！当天是周六，

在宝塔湾观光游玩的少说也有１００多人，大家纷纷顺着呼救声围拢过去。

正当女班长姜梦淋转身张望时，身旁的李佳隆边跑边脱掉外套，冲向江中。“落水小孩

离江岸就几米，感觉能救上来。李佳隆会游泳，第一个跳下水，把少年抓住，大家在岸上开

始欢呼了。可是，很快我们发现他游着游着，忽然在原地不动了，其他同学赶紧跳下去帮

助……”高阳说。

原来，因为没有水上救援经验，李佳隆被遇救少年紧紧抱住，活动受限，加之牛仔裤浸

水后下沉，眼看就支撑不住了。这时，他一边拨水，一边向同学们大喊 “不行了”……

见此情景，岸上的徐彬程、方招赶忙跳下水。徐彬程迅速游过去，从李佳隆手中接过落

水少年，大家协力将他推上岸。事后，经核实，这名被救少年名叫陈天亮。

很快，救人溺水的李佳隆也被方招安全救出。李佳隆上岸后不停地呕吐，但思维还清

醒，被岸上的高阳等同学送往医院。

与此同时，长江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新生陈及时跳入水中，去救另一名溺水少年，不幸被

卷入江水中。见情势危急，方招和徐彬程再次返回江水中救人，但此时江面上除了那名少年

还在挣扎外，已经看不到陈及时的身影了。

岸上的同学们想出手拉手结成 “人链”方法一起救人。１９岁的何东旭是班里的篮球队

队长，平时就乐于助人，这次他主动和女班长姜梦淋换位，把自己换在 “人链”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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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同学透露，３个月前，何东旭才做过一次开胸手术。一个更大的隐患埋下了——— “人

链”断裂时，前面的９人溺水，开始乱扑腾。现场失控，同学们有的哭喊，有的呼救，有的

报警求助。１００米外的宝塔湾大堤上，３名冬泳爱好者闻声急忙赶来相救。他们是宝塔湾冬

泳队队员韩德元、鲁德忠和杨天林。

当冬泳爱好者、其他大学生、渔夫救出９名大学生和另外一名落水少年后，江面上就再

看不到人影了———陈及时、何东旭、方招已经沉入江中。现场参与救援的两条渔船离开了宝

塔湾，下水救人的冬泳队员韩德元、鲁德忠、杨天林也相继上岸。

按两艘渔船渔夫事后给警方的交代，此时因为江面上看不到目标，无法继续施救，所以

他们离开了宝塔湾。

渔船离开几十分钟后，两只打捞船向宝塔湾开来。此时，长江大学校领导也闻讯赶到事

发现场。“‘活人不救，只捞尸体，打捞一个１２万元，先交钱，后打捞。’对方开口就是这

话……”在场的高阳说。打捞船开到后，没有一点救人的意思，所有的对话都围绕着一个

钱字。“救援的理想时间是溺水后的５～７分钟，等打捞船赶到的时候，早已没有 ‘救人’

的希望了。‘见死不救’之所以被误传，是因为同学们把在事发现场的渔船和后来赶到的打

捞船混淆了。”王珏认为，救援和打捞的基本事实是：前期，渔夫参与了救人；后期，捞尸

者拿不到钱不打捞。

当时校领导身上带的现金不够，答应对方先捞人，剩余的钱随后补上，但打捞船船主不

干。其间有女同学 “跪求”打捞船船主尽快救人，但对方就是坐在船上不动。无奈，师生

们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凑了４０００元交给对方，捞尸者才开始打捞，同时扬言：“钱不到位的

话，只打捞一个”。

现场多名同学证实，打捞船船主挟尸要价。有的目击者还现场拍下照片为证：画面上，

被打捞上来的一具大学生的遗体被绳子绑着，大半个身子浸在水里；一名穿白衬衫的老年男

子，一边拉着绑尸体的绳子，一边摆手和岸上的师生谈价要钱，表情木然。捞尸者就干脆坐

在船上等着学校领导派人回校取钱。打捞３具遗体，捞尸者前后一共收取了３６万元。“他

们把捞尸体当做职业，只图赚钱，没有人性！”赵超广说。“第一次真实接触社会，很受刺

激。我们很单纯，他们只认钱，两个极端。”高阳说。

据长江航运公安局荆州分局调查，事发现场的两条渔船和后来赶到的两条打捞船，均来

自长江对岸的公安县埠河镇，打捞船则专门以打捞尸体为职业。当地群众反映，这些捞尸者

曾向他们发放印有 “２４小时服务，专业人员打捞”的名片，并称如果给他们提供打捞线索，

给２００元情报费。

挟尸要价事件曝光后，当地警方称有可能以涉嫌敲诈勒索追究其法律责任。知情者还爆

料称，之所以敢开出天价捞尸费，是因为一个姓陈的打捞船船主垄断了这一带的打捞业务，

其他人如果私自打捞就会受到恐吓甚至被砸船，有 “黑社会”嫌疑。

在支持警方打击挟尸要价的同时，人们也不得不承认，捞尸者趁人之危向家属索要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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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取暴利的事，在绝大多数江河沿岸都曾发生过。

２００４年７月７日，武汉新河街幸福里社区一名１１岁的小孩溺水，痛失爱子的家长赶至

现场后一筹莫展，这时附近江面上的 ４条私人渔船闻讯赶至，并向家属开出了 “捞上来

３０００元，捞不上来１５００元，先交押金１０００元”的价格。

２００７年７月９日下午，兰州两名外地民工在黄河一沙坑游泳时溺水，接到求助的民警

叫来羊皮筏子下水营救，但筏子主人因为费用问题几次放弃打捞救援。４名好心市民冒着生

命危险下水义务营救，却遭到围观人群的起哄嘲笑。两个多小时后，溺水民工被捞起，但已

气绝身亡。筏子主人得到了３０００元的打捞费。

２上访的都有精神病！２００９年３月２３日，孙东东在接受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１００％吧，至少９９％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

偏执型精神障碍……他危害社会……我们把他关起来进行治疗，促进他精神康复。这就是保

障他的人权。”

孙东东何许人？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主任医

师，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有作者戏谑称，这个东东的 “高论”自然也不是没有用处的。

某些地方政府用极端手段拦截上访人员，把他们送进精神病院实行强制 “治疗”，孙东东就

为他们提供了 “科学理论依据”嘛。

无独有偶。网友发现：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韩文科，涨时说接轨，降时说不接轨。

２００８年１月，当国际油价从８０美元突破１００美元大关时，韩文科说：我国油价必须与国际

接轨，加快价格的传导作用，进一步发挥市场对油品供需的调节。而当２００８年１１月，国际

油价跌破５０美元创３年半新低时，韩文科又说：我国油价不能与国际接轨。中国是发展中

国家，什么价格都与国际接轨，不太现实。同一个专家，说出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人们

当然责问韩所长，你究竟赞成什么观点？

根据以上事实，有人怀疑韩文科究竟算不算专家。专家应该有严谨的态度，有独立的见

解，不为权势所迫，不见风使舵。但我们别忘了，韩文科是发改委的工作人员，是发改委的

政策宣传员，自然要运用自己的理论为发改委的决策服务。他的理论随时变化，没有定论，

只是因为发改委的决策使他不能自圆其说，让他陷入了矛盾之中。为了工作，为了谋生，也

为了升迁，韩文科别无选择。

其实，为了饭碗而帮自己的东家说话的专家，何止韩文科一人？最近中石化咨询公司首

席专家周若洪表示，汽、柴油的价格上调尚未到位。因为中石化以炼化为主，国际油价上

涨，帮中石化喊亏，迫使发改委涨价，就是周若洪的工作啊，他们说到底都是为一定的既得

利益集团做宣传的 “鼓动家”。

记得香港教授丁学良说过一句让许多专家难过的话：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５

个。因为 “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做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做

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如果那样的话，是不可能在经济学领域做出独立的研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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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

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对照先生的话，我真

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一些专家了。

３在５·１２汶川这场特大地震灾害面前，中华民族的勇敢、坚毅、团结和拼搏得到了

最生动的体现。特别是我们的人民教师以他们的行动和生命向世人展示了为人师表的精神风

貌和崇高的人性光辉。然而，在灾难面前，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音符，四川都江堰光亚学

校教师范美忠在灾难到来的瞬间扔下学生独自逃生。事后他在天涯论坛博客上写下了 《那

一刻地动山摇——— “５·１２”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表示自己 “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

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女儿我才可能考

虑牺牲自我，其他人，哪怕是我母亲，我也不会管的”，因此被网友称为大地震中 “最无耻

教师”，取名 “范跑跑”。

４十七岁的小芳是广东肇庆某民办职业学校的学生，因感冒外出买药上课迟到，被班

主任批评写检讨，并要求当着同学们的面宣读检讨书。不满班主任的此种做法，倔强的小芳

从学校教学楼的四楼纵身跳下。（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６日 《成都商报》）

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明文规定学生不应迟到，不过，因感冒外出买药迟到实属情有可

原。作为过来人，我们也知道现实语境中学生不是怕上课迟到，而是怕迟到后老师那严肃的

面孔。言语批评、写检讨、当众读检讨，甚至体罚或变相体罚，一部分老师的教育方式往往

是建立在对学生的羞辱之上。

今年３月，１３岁的郴州女孩徐远方从学校五楼教室跳下，年轻的生命与世长辞。遗书

上写着，“李老师，我对您没有什么意见，只是以后您不要轻易再让我们写检讨了”。因被

老师认为拖本班后腿，徐远方生前被罚写检讨书１０多次，感觉 “很羞辱”。

今年９月，８岁的番禺小学生彦晖，因感冒不停地流鼻涕，班主任不仅引领全班３６名

同学共同注视他的满脸鼻涕丑态，还在他感到害羞时，让全班学生以 《×彦晖很害羞》为

题写随堂作文。在同学们的嘲笑和孤立下，小彦晖 “害怕极了”“不想上学”。

就这样，青春的自尊一次次重重摔打在地，幼小的心灵一回回蒙上羞辱的阴影。所谓

“羞辱”是指任何一种行为或条件，使人们有恰当理由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社会

伦理学家马格利特在 《正派社会》一书中分析对人的尊严和心理造成伤害时说，“不让社会

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

很显然，不管是以学生流鼻涕即兴作文，抑或是要求学生当众宣读检讨，都带有很浓的

羞辱成分。尽管很多时候当事老师自认为 “并无恶意”“只是为了学生好”，但此种 “羞辱

性教育”对于处在自尊心和羞耻感都很强阶段的学生而言无疑是难以承受之重。

在谈及教书育人问题时，温家宝同志曾说过，“作为一名教师，首先要有爱心；没有爱

心，就没有教育”。身为老师，不是一定要为学生付出多少、做多少好事，而是最起码不能

公然羞辱任何一个学生，这是教师的基本爱心所在。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是，即便是犯了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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