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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调 查

谁让谁吃亏？

95.2%受访者感叹

当下社会缺失礼让精神

“规则固然重要，社会成员道德反思能力的提升更为关

键。”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伦理学研究室主任卞绍

斌认为，法律和制度永远都是外在的，如果不通过反思唤醒

人们内心的道德法则，只一味被动服从，当遇到模棱两可、

执法者缺位等特殊情形时， 这些外在规范很可能就让位于

自身利益的考虑。所以说，当下最为紧迫的是营造一种尊重

他人、懂得礼让的社会风尚。

近日， 北京救护车在路上得不到避让致使伤者身亡的

新闻，引发全社会关注与震惊。这一事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

会公众礼让精神的缺失，也引起了广泛讨论。

普通人不给救护车让道， 只是我们社会礼让精神缺失

的一个极端表现。日常生活中，我们社会崇尚礼让的文化似

乎正在消失，“谁让谁吃亏”成了越来越多人的生活信条。哪

怕是马路行车、地铁让座之类的小事，人们总是习惯去抢、

去争，懂得礼让的人少之又少。

上周，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

狐网，对

4499

人进行的一项题为“我们社会为什么缺少礼

让精神”的在线调查显示，高达

95.2%

的受访者感叹当下社

会礼让精神缺失，其中

63.7%

的受访者表示“非常缺失”。

调查显示， 高达

62.7%

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认同当下生

活中“谁让谁吃亏”的说法，

34.5%

的受访者表示“不认同”，

2.7%

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卞绍斌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于六成

多人都认同“谁让谁吃亏”的调查结果，他并不感到意外。他

指出，如今社会功利主义盛行，人们大多数行为都受制于利

益权衡，做事只看有没有好处。 这种情况下，大家为一点蝇

头小利锱铢必较、互不相让，也就不足为奇。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少峰指出， 许多普通人并不是

一开始就不会礼让，只是当他们看到懂得礼让的人吃亏、争

抢的人占便宜的“逆淘汰”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才会放弃礼

让，和其他人一样去争抢。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郁喆隽说：“礼让精神缺失的背

后，更重要的是社会规则的不完善与缺失。 ” 郁喆隽以他前

不久在美国的见闻举例，在加利福尼亚州，普通人如果在残

疾人停车位上停车，罚款最高可达

2000

美元，这是有立法

保障的，执行也非常严格。 在美国的公交车上，靠近车门有

两个座位是留给有需要的人的，座位上标明，如果不让座有

怎样的后果。 这就使该礼让而不礼让的行为付出明确的成

本。

礼让他人真的会让自身利益受损吗？ 调查中，

16.5%

的

受访者表示“一定会”，

44.5%

的受访者表示“可能会”，

17.0%

的受访者表示“不太会”，

16.4%

的受访者表示“不会”，

5.7%

的受访者表示“不好说”。

值得注意的是，

71.6%

的人认为自己能从礼让中获得

“和谐的人际关系”，

65.9%

的人认为会获得 “有序的生活”，

65.6%

的人表示会获得 “别人的尊重”，

51.8%

的人表示会获

得 “履行公德后内心的快乐”，

50.4%

的人选择 “他人的善

意”，

47.7%

的人选择“帮助他人后的满足感”。

（来源：《中国青年报》）

心理健康教育

将纳入学校督导评估指标体系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7

日电 据教育部网站

17

日发

出的一项通知，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列入年度工作计划，纳入学校督导评估指标体系之中，教育

督导部门应定期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专项督导检查。

根据教育部近日下发的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

要（

2012

年修订）》，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利用地方

课程或学校课程科学系统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要加强心

理辅导室建设， 切实发挥心理辅导室在预防和解决学生心

理行为问题中的重要作用；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

设，建立一支科学化、专业化的稳定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队伍。

纲要要求每所学校至少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心理健康

教育教师，并逐步增大专职人员配比，其编制从学校总编制

中统筹解决。

根据纲要，各种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教育材料的编写、

审查和选用要根据本指导纲要的统一要求进行。自

2013

年

春季开学起， 凡进入中小学的心理健康教育材料必须经省

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专家审定后方可使用。

全国首个高等教育

国际化示范区苏州揭牌

据新华社南京

12

月

19

日电 （记者刘巍巍） 苏州独墅

湖科教创新区

19

日被教育部授予 “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

区”称号并举行揭牌仪式。 当天，教育部与苏州工业园区管

委会签署了《共建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区框架协议》，以共

同推动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 创新中外合作办学工作机

制、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聘请高层次外籍专家学者、提

高来华留学质量水平等工作。

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开发建设十年来， 区内院校与

美、英、法、澳等十多个国家建立了

30

多个中外合作项目，

是迄今全国唯一一家同时兼具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模式种

类最全与中外合作高等教育学历体系最完整两大特色的区

域，区内吸引设立

23

所高等院校，在校师生突破

8

万人。其

中，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在校生近

7000

人，外籍教师

400

多人。

我国明年启动工程技术人员

职称制度改革试点

据新华社北京

12

月

18

日电 （记者赵超、徐博） 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

18

日在全国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工作会议上表示， 明年启动工程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

试点。

我国职称制度改革首先从中小学教师起步。

2009

年，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在陕西省宝鸡市、山东省潍坊

市、吉林省松原市开展深化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

中小学职称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将原来独立的中学教师职务

系列与小学教师职务系列统一并入新设置的中小学教师职

称（职务）系列，并增设正高级职称。 去年，这项改革进一步

扩大了试点。

另据了解，会计、技校和中专教师等职称制度改革也将

相继启动。

黑龙江：幼儿园不得收取

“赞助费”“建园费”

据新华社哈尔滨

12

月

18

日专电 （记者潘祺） 为规范

幼儿园收费标准，黑龙江省教育厅、财政厅和物价监督管理

局日前联合下发了《幼儿园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

对幼儿园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进行了细致规定， 要求幼儿

园不得以任何名义向幼儿家长收取与入园挂钩的赞助费和

建园费。 细则将于

12

月

23

日起正式实施，试行一年。

据黑龙江省教育部门工作人员介绍， 学前教育属于非

义务教育，幼儿园可向入园幼儿收取保育教育费、住宿费、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除此之外，不得再向幼儿家长收取其

他任何费用。

河南建立生活无着人员

“1小时现场救助”制度

据新华社郑州

12

月

21

日专电 （记者秦亚洲） 记者从

河南省政府获悉， 河南近日要求各地民政和救助管理机构

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发现或接到生活无着人员线索的，应在

1

小时内到达现场并实施救助，确保他们不因冻饿、疾病等

因素出现意外。

河南省政府要求各地民政和救助管理机构， 尽快完善

救助服务信息网络，广泛开展救助政策宣传，引导群众或生

活无着人员及时拨打

110

向公安机关报警或拨打当地求救

热线。 同时，完善街头救助点、社区救助点、村委会咨询点、

流动救助车、救助引导站的布局，为生活无着人员求助提供

便利。

郑州市已经明确以区为单位， 以公安派出所治安辖区

为界限， 每个办事处确定一台专用车辆， 开展联合救助行

动，并成立“临时救助站”“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站”。在行动中

坚持“自愿受助，无偿救助”原则，对愿意接受救助的外来务

工人员安排临时住所， 对愿意接受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接

到救助站实施救助；对不愿意接受救助的人员，发放棉衣棉

被和食品。

团市委、市希望工程办公室发出“温暖冬天·2012爱心大动员”通知

汇聚爱心 温暖你我

本报讯 （记者金桂香 通讯员小青） 为贯

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切实为我市困难青

少年送去关爱， 为我市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

示范市建设贡献青春力量，团市委、市希望工

程办公室近日联合下发通知，决定开展“温暖

冬天·

2012

爱心大动员”活动，要求各县市区

团委、市直各单位团组织围绕“汇聚爱心 温

暖你我”主题，组织开展救助活动。

“温暖冬天”救助活动

帮扶乡村困难子女。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

农村贫困家庭未成年子女，贫困地区、偏远山

区的乡村小学和困难小学生， 广泛动员社会

各界积极捐赠保暖护具、羽绒服和棉门帘，保

障乡村孩子温暖过冬。

帮扶城市困难青少年群体。 城市各级团

组织要采取“一助一”“多助一”等形式，与社

区结对，为社区困难青少年提供帮扶，帮助他

们解决学习、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要广

泛动员社会各界，通过送慰问金，捐赠棉衣、

被褥、鞋帽、粮油等生活用品，使他们切身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志愿帮扶活动

针对孤寡老人、病残儿童、留守儿童、进

城务工青年、特困青工、社区农村贫困户等社

会弱势群体，依托志愿者“助残行动”“金晖行

动”等活动项目，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的实际

困难。

组织开展 “为奉献者奉献” 志愿帮扶活

动， 为春节期间坚守在一线工作岗位的奉献

者，开展丰富多彩的送温暖活动。

“青年就业服务月” 活动

整合、 规范非公有制企业和职业教育机

构等青年就业创业见习（培训）基地，以岗位

需求为前提，为应届大中专毕业生、已毕业未

就业大中专毕业生、 农村青年和下岗失业青

年提供见习（培训）岗位。

聘请青年创业大赛和青年农民专业合作

社之星大奖赛等获奖选手为创业导师，以“一

对一”的指导形式，重点帮助下岗青年、困难

青年以及外出返乡青年实现就业或创业。 采

取城乡互动、区域协作的方式，依托青商会会

员企业和青农联会员合作社等各类资源，挖

掘就业岗位和培训项目。

团市委、 市希望工程办公室要求全市各

级团组织把此次活动作为共青团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具体行动， 切实加强领

导，精心组织，科学统筹安排，务求工作实效；

要最大限度发挥共青团组织化和社会化优

势， 广泛动员各级团组织、 青联和青商会组

织、青年文明号单位、窗口单位、社会爱心企

业、公益组织和新闻媒体开展活动，认真筛选

受助学校，加强与爱心团体和个人的联系，做

好爱心对接和组织协调工作。

各级团组织要充分利用当地报纸、广播、

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门户网站、论坛、微

博、社交网络、视频网站、户外媒体等新媒体，

扩大活动宣传覆盖面，营造浓厚公益氛围。

各级希望工程实施机构要把公开透明作

为公益组织的生命，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及时

在网站上公布捐款捐物和爱心对接的募集、

分配、使用情况，做到公正、公开、透明。

12

月

20

日， 郑州市几家媒体和企业的爱

心人士来到温县番田镇中心小学， 给

113

名留

守儿童送来价值

2

万余元的棉衣、手套、围巾等

御寒衣物，给留守儿童送来温暖。 徐宏星 摄

青年志愿亭

受到广大市民关注

12

月

17

日，市领导孙立坤、王明德、迟军为龙

源湖公园青年志愿亭揭牌。 青年志愿亭受到了广

大市民的广泛关注。截至目前，青年志愿亭已累计

服务市民

300

余人次， 共有近百名市民报名参与

志愿活动，一些爱心企业也纷纷加入。鑫奇厨卫出

资

3

万元开展“旧挂历送盲童”爱心活动，苏宁电

器出资

1

万元为贫困大学生捐助返乡路费，“刘一

锅”为志愿亭捐赠饮水机等，多家企业和爱心单位

表示要参与青年志愿亭活动 。 爱心参与热线 ：

3568501

。 小 青

温故 2012

青春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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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进入严寒隆冬，但爱的春风吹拂，温

暖人心。 在圣诞节前夕，我市爱心助学会、乐

爱之家等多个民间组织的青年志愿者们，怀

着一颗颗炙热的爱心，开展了一场“温暖冬天

爱心接力 ”义卖 “平安果 ”活动 ，义卖所得善

款，将全部用来资助贫困学生。

盘点这个隆冬里的温暖事件， 为我们的

心灵和精神提供了一种正能量。

大爱焦作事，志愿怀川人。

12

月

17

日，第

二届焦作市志愿服务市长奖颁奖暨青年志愿

亭揭牌仪式在市龙源湖广场举行。 市委副书

记、 市长孙立坤在为评选出的十佳志愿服务

组织、十佳志愿者颁奖时，向长期关心支持志

愿服务事业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感谢， 并评

价说：“做好志愿服务事业， 是建设美丽焦作

的生动实践。 ”

其实，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有心的人总

能感受到爱的温暖 。 按照团中央的统一部

署 ，团市委 、市志愿者 （义工 ）协会联合开展

了“争做志愿者，创造新生活”志愿服务月主

题活动，组织、动员全市各级团组织、志愿服

务组织在

12

月集中开展关爱进城务工人员

子女、心理咨询、法律援助、政策宣传等各种

志愿服务活动；来自网络的爱心网友，还在圣

诞节来临之际，举办爱心晚会，为爱心助学募

捐善款……

与此同时， 由团市委发起、

12355

青少年

服务中心与北清超前教育学校共同实施的一

项社会公益项目———共青家教也已启动，它

将以闲散青少年、 有不良行为或严重不良行

为的青少年、流浪乞讨青少年、服刑在教人员

未成年子女、 农村留守儿童等五类重点青少

年群体为服务对象， 通过心理辅导、 家教服

务、法律教育等，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这些温暖事件， 让人感觉这个冬天不再

冷。

洋溢爱的温暖

□

许伟涛

街舞男孩的

“嘻哈”生活

青

导 读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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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深度

▲ ▲ ▲

回家看望老人

真有那么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