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垃圾分类，不习惯也得习惯
强制只是一种手段，实现垃圾分类处理才是目的。在我国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的语

境下，不管你认同不认同，都应践行垃圾分类，也要习惯这种方式。面对垃圾困局我们没有其
他更好的选择，在法律面前谁都不该成为例外。

流失学生学籍，成了谁的“唐僧肉”

制壶大师涉恶，紫砂圈早该整顿了

■观察家

巷 议
高校停办专业
别损害学生利益

□陈广江

近日，据报道称，河南省理工学校在招生
时，涉嫌夸大宣传，招生时对外宣称可以给学
生分配工作，由于这一承诺无法兑现，导致不
少学生中途流失。但学校仍用这些学生最初
注册的学籍信息，从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财
政厅申请定额拨款。目前，相关部门已经介入
调查。（6月24日央广网）
作为一所公办全日制普通中专，该校用

流失学生学籍申请拨款的做法已经涉嫌违法
违规，必须一查到底，给学生和家长以及社会
一个交代。知情人称，一方面，学校招生时除
了以解决就业、分配工作为诱饵吸引学生外，
还不惜重金雇用招生代理“拉”学生，最后招
收的学生数量超过了学校承受范围，连宿舍

都不够用了。另一方面，学校不仅无法兑现招
生承诺，而且学习环境相当恶劣，有些宿舍楼
水都供不上去。
不少学生产生了受骗感，未完成学业提

前退学。对此，学校不仅不担心，反而充分利
用流失的这部分学生的学籍信息套取财政拨
款。有学籍没学生，照样申请定额拨款，骗取
的教育经费究竟肥了谁的腰包？以每年每人
五千至七千元的生均拨款标准看，这笔钱不
是一个小数目。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各

地都在努力加大财政投入，提高本地职业教
育办学水平。但在少数学校，连年财政投入并
没有发挥其实际效能，甚至可能成了任人宰
割的“唐僧肉”。既然河南省理工学校可以利
用流失学生学籍申请拨款，就说明现行生均
拨款制度存在漏洞，那么，钻漏洞者仅此一所
学校吗？除严查套取的拨款具体流向、严肃问
责相关责任人外，相关部门应完善生均拨款
制度，在确保学校学籍系统数据真实性的情
况下再拨付教育经费。在大数据时代，辨别信
息真伪并不是什么难事。

□乔杉

76岁的宜兴制壶大师钱丽媛近日涉恶
被查，意外曝光了当地“代工壶”黑幕。多位
熟识钱丽媛的紫砂制壶工艺美术师及从业
人员透露了“钱丽媛涉恶事件”背后的原
因——— 制壶大师参与制假、售假的暴利利益
链。（6月24日《新京报》）
早就知道紫砂壶市场水很深，但没想到

深到这种程度；早就知道一些“大师壶”名不
副实，但没想到一些大师竟然参与造假。现
在，“枪手壶”的黑幕撕开了一道口子，阳光
已经打了进来，不知道还会有多少大师失信
于天下。
在收藏市场上，紫砂壶一直受到追捧。

紫砂市场，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市场。一个
没有任何职称的紫砂艺人，一把紫砂壶的批
发价基本上不会超过100元；如果是工艺员，
则在200至500元之间；如果是工艺美术师，

则是几千到上万元不等；如果是省级工艺美
术大师，则是5万到十几万元；如果是国家级
大师，作品则是每件10万元起步，上百万元
的也比比皆是。也正是因为“大师壶”处在塔
尖价值，一直以来都存在伪作。可习惯上认
为，大师是受害者，也是坚决的反对者，谁知
道一些所谓的大师竟然参与造假。
像钱丽媛，虽然过了黄金期，但不甘心

失去黄金，所以找人代工。而当与“枪手”产
生矛盾时，竟然不惜采用下三滥的做法。现
在钱丽媛经受的一切，算是其咎由自取，但
要看到，其影响正在弥漫开来，“枪手壶”的
成本最终由行业承担。紫砂行业声誉是一代
一代艺人努力形成的，对于乱象众多的紫砂
圈，早该整顿了。
据称，风波之后，宜兴正探索建立从业

“黑名单”制度。紫砂从业黑名单这个可以有，
这体现了源头治理思路。对于买家来说，也要
擦亮眼睛，光认人不认壶，上当是难免的。

暑假临近，贵州健康职业学院医
疗设备应用技术专业大一学生婷婷却
高兴不起来。前不久，她和班里60多
名同学接到了学校“医疗设备应用技
术专业要停办”的通知。“花了一年的
时间和精力学习，下学期该怎么办？”
婷婷说，学校给他们的解释是“这个专
业难，以后没有就业前景”，并安抚学
生，称“会对大家负责”。（6月24日《中
国青年报》）
从法律角度说，停办专业是高校

的办学自主权，高校突然停办专业并
不违规。但是，不能因此而损害在校大
学生的利益，应当充分保障停办专业
在校生的专业选择权。也可以采取“旧
人旧办法，新人新办法”，允许已经招
收的停办专业在校大学生继续就读原
专业，只是不再招收新生而已。高校应
该为学生提供足够多的便利，这是最
基本的责任。 张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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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临汾市蒲县在全县建设
“道德银行”，让该县探索出了一条精
准脱贫、助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今年
5月，蒲县摘掉了省定贫困县的“帽
子”。在这场打赢的脱贫攻坚战役中，
“道德银行”可谓功不可没。（6月24日
中新网）
扶贫要扶志，更要扶德。很多地方

只是将“道德银行”当成精神文明建设
项目，而蒲县将“道德银行”设计成精
准扶贫的抓手，这是比较新鲜的。
当地以试点为基础，将道德量化

为积分，让贫困户利用“道德银行”的
积分兑换等价物品，“道德银行”就产
生了“扶贫利息”。这种“扶贫利息”不
仅是物质激励，还是精神激励，谁也不
愿自己的“道德”分数差太多。当大家
都想摆脱积分为零或落后的名声，扶
贫工作就开始事半功倍。这样的扶贫
经验值得借鉴。 李英锋

乐见“道德银行”
产生“扶贫利息”

□冯海宁

我国8个城市进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试点工作已近20年。如今，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等超大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
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
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有专
家将这形容为垃圾分类进入“强制时代”。（6
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如今，不少城市已加入到生活垃圾分类

行列，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以修法或立法强
制推进垃圾分类，目前只有“北上广深”等超

大城市。生活垃圾需要分类处理，而分类需要
强制，强制则需要立法。一些国家就遵循这样
的逻辑，譬如，日本法律对乱扔垃圾和随意焚
烧行为明确了判刑、处罚金或者两者并处的
规定，确保了居民按要求分类投放垃圾。
从我国国情来看，“垃圾围城”已成为困

扰和制约城市化进程的重大问题之一。而且，
绝大部分居民只是认同垃圾分类，但践行度
普遍较低，更没有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在这
种情况下，如果没有立法强制，开展生活垃圾
分类要取得理想效果，难度较大。这里所说的
强制，就是立法明确垃圾分类是居民一项义
务，如果不按照法律规定和标准规范分类，则
会受到相应的罚款或其他处罚措施。比如去
年一个广州市民因不分类投放大件垃圾，被
城管执法部门罚款200元，就是例子。
在垃圾分类问题上，强制也是无奈之

举：一则，能让我们更加清醒认识到垃圾分
类的重要性；二则，这是加快垃圾分类处理
的最有效推动力之一；三则，有利于让广大
居民养成主动进行垃圾分类的好习惯。显

然，强制只是一种手段，实现垃圾分类处理
才是目的。在我国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
的语境下，不管你认同不认同，都应践行垃
圾分类，也要习惯这种方式。面对垃圾困局
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在法律面前谁都
不该成为例外。再说，强制垃圾分类也是一
种国际惯例。
强制力度多大合适，则需要科学论证。

笔者以为，应该因城而异，比如“垃圾围城”
情况严重，或者垃圾分类开展难度大的城
市，强制力度不妨大一点。反之，强制力度则
应该小一些。同时，还应该根据城市居民人
均收入等指标确定罚款标准等。也就是说，
让立法执法强制力度与“市情”相适应。
其实，强制垃圾分类并不是只能罚，通

过奖励也能达到同样效果。比如韩国规定，
奖励额度最高可达处罚金额的80%，这有利
于鼓励更多人监督垃圾分类。所以，进入垃
圾分类强制时代，应该探索更多的手段，最
终以广大居民是否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来
评价效果，并不断完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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