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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界

今天我们强调“政务公开”

,

如果

将之理解为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

使公

众都能知晓

,

从而提升政府运作透明

度的话

,

那么这种制度至少在形式上

是古已有之的。

“以民察官”

让民众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政府

思路

,

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听取并应对

民众的反馈与要求

,

不仅有利于政策

推行和政令实施

,

而且还有助于降低

治理成本。 王安石推行新政

,

先通令

“榜之诸县

,

凡民所未便

,

皆得自陈”；

司马光反对新政

,

也倡言明下诏书

,

“不以有官无官

,

凡知朝政阙失及民

间疾苦者

,

并许进实封状

,

尽情极言”

,

无一不是如此。

进一步看

,

一定程度上的政务公

开还能发挥“以民察官”的监督作用。

明代洪武十九年

,

朱元璋出令严禁地

方政府滥设协管人员

,

要求各省布政

司及府州县诸司衙门

,

各将本衙门文

案书吏和应役皂隶的编制与姓名“明

出榜文

,

告之于民”。 凡此皆可归作人

事公开一类

,

有助于去除壅蔽

,

提升中

央对编制与人事活动的管控。

一张黄榜关联千家万户

皇帝即位、改元、生子、疾愈

,

乃

至陵阙塌陷、 宫殿失火这些喜福灾

患

,

看似多为与老百姓浑不搭界的皇

帝家事

,

其实大有干系。 按历代相沿

的传统

,

凡通报这些信息的政府文告

,

按例多包含有体现“皇恩浩荡”的恩

赦条文。恩赦的内容可以涉及多个方

面

,

直接关联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是

减轻或免除由民众负担的徭役赋税

:

如北宋元符三年四月

,

刚即位的徽宗

,

又得一子赵亶

,

喜上加喜

,

“思布惠泽

于天下”

,

宣布豁免所有元符二年以

前老百姓拖欠政府的债务

,

同时全部

免除元符二年的秋苗钱。

总之

,

广大民众以利益攸关之故

,

莫不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中央

文件”的准确传达。 然而由于种种主

客观原因

,

历史上像这一类政务公开

在效率和准确性上往往是很不给力

的。 直至宋仁宗天圣年间

,

经参知政

事王曾提议

,

始将印刷技术普遍应用

于政务公开

:

诏书发布

,

先在有关部门

连夜锁门雕版

,

经校勘“勿使一字有

误”交付印刷

,

由都进奏院下发马递

铺

,

以日行五百里的速度送达各府

州。 州署要赶快举行集会宣读

,

同时

“以黄纸印给县镇寨乡村晓示”

,

就是

用黄纸印刷供给基层张挂

,

即小说戏

曲、民间传说中所谓的“黄榜”。

古代民众最为关心的首先在赋

税征收方面

,

因此也是历代政务公开

的重点所在。 宋代州县起征两税前

,

必须先出榜谕将有关规定详细布告

于民。 曾任县令的李元弼要求

,

光在

县署和紧要热闹去处不够

,

还要将榜

文 “小作印板

,

印给耆长

,

每村三两

道”

,

由此确保传达到每个村庄。

“透明化”不敌“打闷包”

以上规定大多是引导官吏施政

行为趋向规范与透明化的

,

而历来贪

官污吏勒索侵蚀

,

多靠暗箱操作才能

得逞

,

所以体制内自上而下

,

层层都有

隐匿信息、阻碍公开的力量。 南宋高

宗皇帝抱怨说朝廷为减轻民众负担

一再颁诏

,

科率都有数目限定

,

要求出

榜公布

,

使民周知

,

没想到“官吏为奸

,

恐民间尽知数目

,

不得而欺隐

,

所以不

肯出榜耳”。 这以后又有校书郎王十

朋上疏说现在的“监司守令多不得人

心 ”

,

列举三条

,

第一条就是 “不宣诏

条”。 然后一针见血

,

揭示何以“不宣”

的原因

:

因为这些政策和信息都是

“有便于民而不便于吏者”

,

于是全力

隐瞒

,

“故上虽有良法美意

,

下不得而

知者多矣”。如此封锁

,

遑论落实

,

结果

导致“宽恤之诏屡下

,

然而实惠未孚

民”。

历代相沿的保密传统也是束缚

政务公开的因素之一。 汉魏时期

,

“漏

泄”或“探知秘事”都是严重的职务犯

罪

,

不少高官因此罹祸。 对此

,

有识之

士多予批评

,

晚清御史赵炳麟批评

“近年国家行政多尚秘密”

,

乃使“举

国之人耳目愈闭

,

视听愈惑

,

以致弊端

百出”

,

弊端之一就是“司员奸黠者”

遂得趁机权力寻租

,

加速吏治腐败。

由此可见行政越不透明

,

官吏越容易

以权谋私。 完颜绍元

翻开近期的报纸

,

类似的新闻频频出

现

:

今年

2

月

,

在上海的杨浦区和浦东新区

,

得知小区里要建临终关怀医院

,

当地居民拉

起“反对在小区里设太平间”的横幅

,

发送抗

议的传单；

4

月

,

在浙江杭州

,

又有

200

多位

居民签署“抗议书”

,

反对在小区里建承担临

终关怀的护理院……

这些抗议者的理由是 “不想与死亡为

伴”

,

因为这会影响心情

,

影响生活。 对临终

关怀的误解背后藏着人们对死亡的恐惧

,

也

暴露出国内死亡教育缺失的软肋。 死亡是

每个人终将面临的课题

,

不能理解死亡

,

就

无法理解生命为何有限

,

人生中的取舍、抉

择为何珍贵。

国人落下的 “最后一课” 必须尽快补

上。 而美国的经验

,

也许会给我们有益的启

示。

为孩子们解释死亡

7

岁的蒂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

“我拉

着他的手

,

对他笑了笑

,

他回了我一个笑容

,

过了一会儿

,

他闭上了眼睛

,

看上去像睡着

了

,

老师说他死了

,

再也不会回来……爸爸

说我是个勇敢的男子汉。 ” 蒂米确实很勇

敢

,

许多成年人未必有他应对得好。 就在这

一天的下午

,

蒂米和他的同学在老师的带领

下

,

来到了梅奥医院

,

在那里他们第一次体

验了一节独特的“死亡情感教育课”

,

他们将

花瓣撒在临终者的床上

,

并勇敢地握住处于

弥留之际的老人的手

,

向他送上祝福的话

,

然后微笑着目送他告别人世。

这种类似临终关怀服务的体验

,

实际上

是美国“死亡教育”课程的一种

,

在许多美国

中小学校受到普遍欢迎

,

大人们希望借此让

孩子们能正确毫无阴影地看待死亡。

美国的死亡教育

,

正式兴起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

,

赫蒙·费弗尔在

1959

年发表了

第一部死亡教育的代表著作 《死亡的意

义》。

1963

年罗伯特·富尔顿在美国明尼苏

达州大学开设了美国第一门正规死亡教育

课程。 其后它的影响不断扩大

,

受到了各级

学校、社会及有关专业领域的接受和重视

,

现在

,

“死亡教育”作为一门必修课

,

已在全

美大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普遍实施。

美国人认为

,

孩子一般从四五岁开始对

死亡产生好奇与疑问

,

如果得不到父母或老

师的正确引导

,

无法获知真相

,

极容易被笼

罩在死亡的神秘面纱之下

,

产生错误或片面

的死亡认知。 所以对幼儿来说

,

死亡教育的

意义非常深远。 美国人希望以温和浅显、生

动形象的方式向孩子们作出关于“死亡”的

解释

,

并把这种“死亡教育”视为一种“情感

知识”存入孩子的知识库。可能有那么一天

,

家中一只小狗小猫或家庭成员真的去世时

,

孩子便能动用他所需要的“情感知识”

,

来理

解他面临的深深悲伤究竟是怎么回事了。

不同方式相同目的

但是死亡教育课程在实施过程中也有

许多问题

,

该用怎样的教材、采取怎样的教

学方式

,

如同性教育、艾滋病教育、消费者教

育一样

,

在美国各地的学校里引发争论。 目

前美国各个中小学校的死亡教育

,

课程和教

学方式呈现出了千姿百态的差异。 有的中

小学校根据当地情况及风俗特色

,

开设了具

有独立科目的死亡教育“特色课”

,

如预防自

杀课、死亡问题心理课等。但更多学校

,

不把

它作为一门独立科目

,

而是纷纷将死亡教育

的内容渗透到健康课、社会课、文学课、科

学课、生物课等科目中

,

也形成了一定的课

程特色。

蒙大拿的儿童心理学家阿斯莫老师选

择在文学阅读课上

,

给孩子们阅读儿童文学

作品《海盗伯里斯》。 故事讲的是一个名叫

伯里斯的海盗

,

他和他的海盗伙伴们身体强

壮、贪婪大胆。突然有一天

,

他们养的一只鹦

鹉死了

,

伯里斯和所有的海盗都哭了。

阿斯莫问

:

“同学们

,

大家一直以为海盗

是残酷没有感情的

,

但为什么这个故事

,

却

是以海盗同情鸟儿死亡作为结束？ ”然后阿

斯莫与学生一起热烈讨论海盗与死亡的联

系、生命的脆弱与珍贵等问题

,

原本冰冷的

死亡话题

,

逐渐充满温情氛围

,

孩子们表现

出对死亡的理解和体恤。 阿斯莫认为

,

儿童

文学作品《海盗伯里斯》

,

能在更广泛的意义

上向孩子们说明对于任何人 “死亡都无法

避免”和“生命都十分重要”的观念。

阿斯莫老师认为死亡教育不应该局限

在某本教材里

,

如何通过生活中的方方面

面

,

用孩子能够理解的方式直面死亡才算成

功。

美国肯恩大学诺尔·玛鲍教授的办法比

较极端一些

,

但等待上课的学生名单已经排

到

3

年后了

,

这大概能说明他成功了。 玛鲍

会带他的学生参观一座公墓、一所戒备森严

的监狱

(

与杀人犯见面

)

、一家临终关怀医院、

一座火葬场。 他布置的作业也与众不同

:

给

他们去世的亲人写一封告别信或为自己写

下悼词和遗嘱。 虽然这样做显得恐怖

,

但学

完了玛鲍的死亡课程或者类似课程的学生

学会了一项重要的技能

:

坦诚谈论死亡。

这基本代表着美国人对“死亡教育”两

大基本目标

:

一是坦诚面对死亡事实

,

正确

认识死亡； 二是同时把它作为情感教育的

一部分。

当格林湾威斯康星大学的人类发展学

教授伊莱娜·丘皮特在

1984

年提议开设死

亡课程时

,

她的系主任问道

:

“谁会学那样一

门课呀？ ”但这门课随即人满为患

,

学校被

迫将报名人数限定为

50

人。

根据《死亡与临终手册》一书的统计

,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

,

美国各地开设了

600

多门与死亡相关的课程。 而今天

,

数以千计

的这类课程可以从不同学科里找到———从

健康学、哲学到医学。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再仅将死亡当成

一种抽象的可能性来对待

:

所谓的死亡聚餐

越来越受欢迎

,

人们喝着啤酒讨论死亡的话

题。 大量的事实证明

,

美国死亡教育积极开

拓了生命的意义。 世 博

美国“死亡教育”:不可落下的人生必修课

古代“政务公开”何以多不给力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焦作市青年书法展

据新华社电 射击是武汉市

75

中的体

育特色项目，初二学生杨逸已经训练两年，

去年还和队友在武汉市第九届运动会上取

得喜人成绩。 原本想着高中没有对口开设

这一特长项目， 自己三年的训练成果就要

白费，但新的政策让他看到希望。

记者

27

日从武汉市江汉区教育局获

悉，该区首创从小学到高中“一条龙”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让学生升学可以“跟着

兴趣走”。

调查显示，

2010～2013

年江汉区属中小

学

5.3

万名学生体育健康水平虽略有上升，

但是视力不良率居高不下，“胖墩”增多，学

生运动速度、 爆发力等体能指标呈下降趋

势。

为了增强孩子们的身体素质， 从今年

年初开始， 江汉区在华中里等部分学校推

行体育家庭作业，学生每天回家都要跳绳、

投沙包、仰卧起坐或跑步。 “把日常的体育

锻炼作业化， 对增强体质健康具有积极作

用。 ”江汉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说。

在体育家庭作业的基础上， 江汉区在

全区指定中小学推广田径、游泳、足球、射

击、花式跳操等

17

个体育项目，逐步形成

以一所学校为核心， 小学到高中连贯的体

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学校通过课堂教学

和社团活动等方式让每个学生都能掌握基

本技能， 在普及的基础上组建运动队加强

训练。

“在学校推广体育特色项目是文化教

育的有益补充，可以培养学生的健身习惯，

教会学生基本的运动技能， 对他们一生都

有用。 ”江汉区

75

中校长李弢说，目前

75

中除了射击这一传统优势体育项目之外，

还计划引入毽球。

杨逸的父亲杨军告诉记者， 参加射击

项目训练后，孩子体质得到明显改善，注意

力和耐心也增强了， 学习成绩一直排在班

级前三名。 现在高中学校能够对口开设体

育项目， 孩子就计划报考有射击特色项目

的高中。

江汉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

步将通过组织参加校际比赛和全国联赛等

形式提升体育项目的趣味性， 激励学生积

极参与。 今年计划投入近百万元作为项目

建设基金，鼓励学校打造特色项目。 对于在

各类比赛中取得好成绩的学校， 将根据比

赛成绩进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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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升学“跟着兴趣走”

武汉首创小学到高中“一条龙”体育人才培养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