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样扣毕业证”考问契约精神
高校和学生之间应建立科学、合理和稳定的契约关系。这样一来，个别

高校和一些教师就不会动辄“耍流氓”暂扣学生毕业证，学生也不会毕业后
对母校“赖账不还”，扯皮多年的老问题就能大面积减少。

□李记

毕业季遇到什么事最愁人？如今，有些
同学正担心自己不能按时拿到毕业证。记者
通过调查发现，影响毕业生拿到毕业证的原
因有很多，或许是因为没有完成导师交代的
任务，或许是没有按时与用人单位签订三方
协议，或许仅仅是因为图书馆的欠款、学杂
费用没有交清等。（7月3日《中国青年报》）
高校“花样暂扣毕业证”这样的事，这些

年一直存在。此种情况会影响学生和导师、
学生和高校之间的感情。而强制上交三方协
议才给毕业证的做法，不仅导致了就业率造

假情况频发，也使得有些企业以三方协议为
条件刁难学生。
从本质上说，学生和高校之间的关系，

可以视为契约关系的一种。高校现有的学业
评价体系，也是建立在契约精神、契约关系
之上的。然而在一些方面，学生和高校之间
的契约关系，则显得比较模糊。比如，在不交
三方材料就扣毕业证书这种事情上，很多高
校都没有明文规定——— 事实上也没法明文
规定，因为教育部很多年前便明令禁止。再
比如，报道中有专家称，“如果导师的科研项
目是学业本身包含的内容，那么他因为没有
完成而没拿到毕业证，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
的；如果是导师另外做的项目，不包含在学
业范围内，因为这样的项目扣毕业证就是没
有道理。”而现实情况却是，在很多导师那
里，他和学生之间在此层面的契约协定是模
糊的，或者说是导师单方面说了算的。
有些学生拿不到毕业证是因为没还清

学校相关费用，学校为自身利益不受损失而
暂扣证件。事实上，也可以尝试其他解决方

式，就是让学生和学校之间建立科学、合理
的契约协定，作为参照和兜底。比如，建立在
适用于全社会征信体系之上的协定——— 学
生不能如期还款，学校可以动用征信体系完
成责任倒逼。失信的学生将影响买房、买车、
出国、报考公务员，等等。如此一来，学生自
然没有到期不还款的理由，学校也就不用去
暂扣学生的毕业证了。
如同专家所言，面对高校“花样暂扣毕

业证”，靠单个的学生来维护权益作用是有
限的，必要时学生可以起诉学校。另外，学校
如果发现有教师扣学生毕业证，应及时发
现、监督并解决问题，对于某些违规的教师
也应予以追责。学校应多关注、讨论这一问
题，让学生顺利毕业。不过，根本而言，高校
还是应遵循契约精神，和学生之间建立起
科学、合理和稳定的契约关系。这样一来，
个别高校和一些教师就不会动辄“耍流氓”
暂扣学生毕业证，学生也不会毕业后对母
校“赖账不还”，扯皮多年的老问题就能大面
积减少。

“可食地景”给城市绿化带来启示

对失败的共享单车企业多一点尊重

■观察家

□乔杉

继悟空单车退出后，第二家公开宣布停
运的共享单车出现。近日，3Vbike共享单车
通过其微信公众号对外宣布，从2017年6月
21日起停止运营。其创始人巫盛华介绍，由
于未能融资成功，他自掏腰包造了1000辆
自行车，投放市场后仅找回几十辆，实在撑
不下去了。（7月3日《法制晚报》）
在失败者名录中，又添上了一家共享单车
的名字。面对已经砸下去的资金，无论是悟空单
车，还是3Vbike共享单车，其创业者想必都有一
点落寞。如果他们倾听一下城外的声音，可能还
有些伤感。因为，面对失败的共享单车，有着很
多的不屑、轻蔑，甚至落井下石。
任何一个创业者都是奔着成功而来，即

便一些“富二代”也不会想交学费。创业成功
者很多，但失败者也不少。“创业艰难百战
多”，要对创业者多一些尊重，多一些理解。

拿共享单车来说，围观者可以“友情提醒”：
站在风口也不一定飞起来。这种提醒应该是
友善的，甚至可以是尖锐的，但不能是尖刻，
更不能是刻薄。创业者已经承受了失败的折
磨，不应该再承受世俗的“傲慢与偏见”。
今天，迎来了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年代。如果我们的眼中，只有成功者的
身影而没有失败者的背影，把所有掌声投给
成功者，而把所有臭鸡蛋扔给失败者，那不
仅欠缺理性，同时也是不公平的。理解创业
者，尊重失败者，这是对相关部门的要求，又
何尝不是对舆论的希冀？
在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年代，

还是对失败的共享单车多一些尊重吧。共享
单车行业正面临洗牌，可能还会有其他企业
“撑不下去”。但不管如何，不要看他们的笑
话，不要对他们冷嘲热讽。与其花大力气去
伤害一个失败者，倒不如去认真总结经验教
训，以启示更多的创业者。

巷 议
扶老人基金
是一座“道德靠山”

东北首个“扶老人风险基金”近日
在沈阳设立。从7月1日起，由非营利
性的公益慈善组织——— 辽宁省众德慈
善基金会发起的“扶老人风险基金”正
式设立，首期扶老风险基金金额为20
万元，基金时效至2020年底。（7月3
日《沈阳晚报》）
沈阳设立“扶老人风险基金”，起

着“道德靠山”的作用。当前道德建设
固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公允地看，很多
都是“道德想象”的问题。尤其值得一
提的是，沈阳“扶老人风险基金”，是由
非营利性的公益慈善组织设立的。目
前，温州、苏州、武汉、南京、广州等多
个城市设立了“扶老人”专项基金，这
也给通过公益组织解决道德领域问题
提供了新思考、新路径。
从长远看，道德领域亟待公益组

织介入，道德领域也会给公益组织发
展壮大提供广阔空间。

毛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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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整改
要经得住时间检验

目前，针对中央环保督察组转交
的问题，各地正在加紧整改，一些市县
的整改率达到了100%。与以往一些地
方的环保整改遮遮掩掩、能拖就拖相
比，这些“满分卷”确实让人眼前一亮。
当然也要看到，100%整改率只是

意味着解决了当前存在的问题。能否
把整改成效保持下去，把铁腕治污的
行动贯彻始终，才更为重要。因为过往
经验证明，很多环保行动口号喊得很
响，动静弄得挺大，可等风头一过，就
又“涛声依旧”。
解决环境问题，需要各地党委政

府久久为功。不仅要在督察整改上不
遗余力，更要把功夫下在平日，在污染
防控、环保设施投入、淘汰落后产能、
环境修复等各个环节用百分之百的努
力去推进落实。只有这样，才能赢得环
境持续改善。 吕梦琦

A02

□本报评论员 韩金惠

在成都郫都区郫筒街道，大片的待开发
储备地块被改造成了精心设计的“可食地
景”。按照规划，“可食地景”今年底将达到
800亩，辐射约1万户居民。（7月3日《成都
商报》）
“可食地景”顾名思义，不是简单种地，而
是用设计生态园林的方式去设计农园，让农园
也变得非常富有美感和生态价值。它的出现缘
于人们在种地和维护城市绿化之间的矛盾。以
成都郫都区郫筒街道为例，原本5000多亩的待
开发土地，在街道和政府部门的引导下，采取
“分田种菜植绿”的方式，将荒废的土地逐步变
身为中看又中用的景观式菜园。
其实，“可食地景”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

解决了城市待开发土地的闲置问题，更圆了
很多城市人心中的田园梦。麦苗青青，果实
累累，这恐怕是很多人梦想中的田园景象。
但是城市土地资源有限，于是一些地方出现
了“居民在小区内违规种菜、毁坏绿化带”的
不和谐景象。对此，物业和相关部门大多采
取“堵”的方式，处理效果不佳，双方也冲突
不断。于是人们开始思考：为什么市民回归
田园的需求一定不能得到满足？我们的城市
绿化难道就不能和田园梦相结合吗？
“可食地景”变堵为疏，为城市绿化提供
了很好的思路。与其让没有统一规划，没有
统一管理的违规种菜破坏公共环境，不如由
政府部门统一规划，在合法的前提下集体种
植，享受田园风光，一方面让市民感受到政
府部门的服务意识，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政
府绿化的负担。
从全国范围来看，“可食地景”在一些城市已
经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尝试。土地面积可大可小，
种植种类可多可少，只要肯探索，“可食地景”就
有实现的可能。这种尝试给我们启发，通过这种
方式或许能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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