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话题 外来工子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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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有话

众说纷纭

“弃领养老金”建议的三重谬误

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外来务工人员集中，他们的子女入学问题一直是困

扰企业经营的大问题。为了留住工人的心和身，企业管理者们使出浑身解

数，有的提供资金支持员工子女读书，有的每年为员工跑腿找学位，充分为

工人解决困难，服务职工。（详见本报今日6版）

孩子有学上 家长才安心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是个

老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

入，这也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不少农民

工代表都提出，要让外来务工人员融

入城市，最主要的就是让外来工的孩

子能享受平等教育，这样外来务工人

员才会安心，对城市才会有归属感。

近年来广东高度重视随迁子女平

等受教育问题，并把它列入事关改革

发展的全局工作中，这无疑是提升教

育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突破

口。“积分入学”和政府购买民办学校

学位都是目前我省解决外来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读书问题的方法。根据最新

公开统计数据，广东非户籍子女接受

义务教育的学生数是427.9万人，高居

全国第一。

但是，近两三年来，随着经济的持

续快速发展，广东每年吸引大量外来

务工人员就业，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

女数量逐年大幅增长。同时，随着二

孩政策的落地和国家鼓励生育，可以

预见教育资源紧张问题将在未来3-5

年更为集中地爆发。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有积分入户、积分入学等政策，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难问题仍然突

出。

对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而言，他

们实际上面临着双重不平等：一是制

度性歧视，即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教

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强

化了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升学、求职、住

房等领域的劣势；二是阶级不平等，即

家庭背景所造就的社会经济地位差

距。由于教育实际上是一种人力资本

投资，家长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对

孩子的教育有巨大影响。作为流动人

口，他们遭遇制度性歧视；作为底层阶

级，他们在经济社会结构中处于不利

位置。

事实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义

务教育问题，还只是他们受教育权利

难以得到保障的问题之一。近年来，

外来工子女学前入托难、入园难，插

班生和初中毕业生升学难等问题日

益突出。此外，还存在公办学校对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吸纳片面重视就

读比例和人数增长的问题，忽视了教

学质量和外来工子女的社会融合。

比如外来工子女通常会被集中到公

办学校的某一个班级或者某几所公

办学校。目前，这些问题都没有引起

足够重视，也就达不到所谓的教育平

权。

作为“娘家人”，工会是不是可以

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平权做点

什么？格林精密部件（惠州）有限公司

工会主席吴建华已经行动起来。他说

服公司给公办学校捐款，跑遍了当地

教育部门和各个公办学校做协调工

作。在他手里，40多个外来工子女得

到了入学机会。因为有这样的工会主

席，入职“格林精密”的外来务工人员

是幸福的。但是更多的外来工还在为

子女教育问题烦恼，甚至因此萌生离

开广东的想法，其中不乏优秀的高级

技术工人。

政策性的问题短时间内可能没有

办法解决，但工会组织可以效仿吴建

华的做法，为外来工子女积极争取入

学名额，或者推动政府在外来工集中

的区域建立更多学校。甚至工会组织

可以在九年义务教育之外多做一点，

比如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解决子女入

园、入托问题；做好针对这部分人群的

升学咨询和指导；为孩子们提供更多

教育创新和学习成长的机会，帮助他

们突破由于家庭背景导致的教育资源

“天花板”的限制。

推动城市发展的外来务工人员期

望共享发展成果，他们要的是平等的

待遇，如果暂时做不到，至少要给他们

的子女一个平等的机会，为他们每个

人提供一个平等的、体面的出路，让他

们能真正在城市扎根。这，应该是我

们努力的方向。

要让看热闹不怕事大的人
摊上事

这几天，甘肃庆阳一名跳楼自杀女孩的遭

遇引发诸多关注，其父亲介绍，女儿两年前曾

被班主任吴某某猥亵，之后一段时间便多次试

图自杀。

班主任猥亵女学生令人愤怒，同样令人

无法容忍的，是现场一些围观者在网络平台

上发布“起哄”言论、拍摄视频甚至进行直

播。事后已有多位发布“起哄”言论的围观者

被拘留。

面对生命、面对死亡，每个个体都该有起

码的敬畏，就算不能好言相劝、竭力帮忙，也

绝不该推波助澜、恶语相向。如果说对女孩

“性骚扰”的老师是令其轻生的“元凶”，那么

在女孩跳楼之前叫嚣着“怎么还不跳”“有本

事赶紧跳”的那些人无疑都充当了“帮凶”。

从长远来看，针对吃瓜群众和围观看客，“定

制”法律的条条框框，增加其胡作非为的成

本，让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人摊上大事儿，实

属必要。

（林琳）

控烟就该“零容忍”

2017 年 6 月 9 日 ，因 在 普 通 旅 客 列 车

K1301上遭遇二手烟，大学生小李将哈尔滨铁

路局告上法庭，此案被称为“国内公共场所无

烟诉讼第一案”。6月25日，该案在北京铁路

运输法院一审宣判，法院认为哈尔滨铁路局在

列车上设置吸烟区的行为违法，判决哈尔滨铁

路局30天内在K1301次车上取消吸烟区拆除

烟具。

此次法院的判决实际上否认了此前铁路

部门“设置吸烟区”做法的合法性，有利于在动

车组“全面禁烟”基础上，进一步推动所有铁路

列车“100%全面禁烟”。

公共场所无烟诉讼第一案的判决对“列车

设置吸烟区”坚决说“不”，旗帜鲜明地支持“无

烟诉讼”，堪称一股控烟“清流”，不仅有利于推

动铁路列车全面禁烟，也将促进整个社会形成

“零容忍”的控烟氛围，为“健康中国”建设助

力。

（张贵峰）

“外婆”改成“姥姥”
编改教材不必这么刻意

有媒体报道称，上海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

文第24课《打碗碗花》（李天芳著散文），原文

中的“外婆”全部被改成了“姥姥”。有网友晒

出女儿7年前的课本，那时候还是“外婆”，并

未作改动。

很多人不解，教材中为什么要把“外婆”

改成“姥姥”呢？有网友找出了去年上海市

教委针对这一问题的答复。上海教委认为，

“姥姥”是普通话语词汇，而“外婆”属于方

言。

然而，普通话是各地方言共同融合的结

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今天学习普通话，就

是在学习各地的方言。学习普通话，课本中的

方言不仅无害，而且有益。

（赵清源）

江西宜春市一老年大学学员在市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建议：鼓

励市民主动申请放弃领取养老金。该

发帖人称：我市市民要多为国家着想，

现在养老金紧缺，大家不能只顾自己

不顾国家，这种只顾自己利益，却不为

国家考虑的个人，已经丧失了做人的

基本资格，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建议

没收财产，直接驱逐出境。官方回复：

该建议不具可行性。（6 月 27 日《新京

报》）

养老金事关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

益，“江西宜春市民提议鼓励市民申请

放弃领取养老金”的消息被媒体报道

后，立即引起关注，网友纷纷予以批评

和驳斥。该建议言之凿凿“为国家减

压，为国家分忧”，但细究起来根本站

不住脚，存在三重谬误。

谬误一：割裂了国家和个人的关

系。国家和个人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

同体。“弃领养老金”看似舍小家顾大

家，实则割裂了国家和个人的有机关

系，让老年人失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

础，不利于国家的稳定发展。

谬误二：无视政府所做的努力。

自今年7月1日起建立养老保险基金

中央调剂制度，均衡地区间企业职工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负担。与此同时，

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加

快养老金入市实现保值增值等工作也

在稳步推进中。因此，我们应该对于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有足够

信心，养老金缺口不应该也没必要通

过市民放弃申领来解决。

谬误三：侵犯了公民的法定权

利。养老金不仅是一项国家福利，更

是一种法定权利。正如中国人民大学

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社保专家鲁全

指出的“你可以不领，但无权要求他人

放弃，更不能要求政府不履行发放养

老金的义务。”建议中提到的强制规定

市民放弃领取养老金，显然于法无据，

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这一谬误明

显的建议，宜春市人社局依然认真进

行了回复，在感谢建议人对社保工作

的关心后，通过援引了相关法律规定，

指出其不可行之处，可谓有礼有节、有

理有据。这也为其他地方和部门树立

了榜样。

（张淳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