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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将

清明假期，有网友爆料称，在北
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有游客追逐
孔雀、拔孔雀尾巴毛”。对此，八达
岭野生动物园相关负责人证实此
事。他介绍，园中孔雀可近距离接
触、喂食和照相，“园区内竖有告示
牌，园区若发现游客有伤害动物行
为会马上制止”。（中新网）

每到假期，文明旅游这个老话

题总是被反复强调，但各种不文明
现象依然屡见不鲜。以北京八达岭
野生动物园为例，之所以会出现有
游客拔孔雀尾巴毛，除了关乎游客
素质，还与园方管理有关，要不是
网友爆料，相信园方根本不知道还
会发生这种事。

如何减少或杜绝类似事情再次
发生，除了市民需提升自身素质，
遵守规则，对于园方来说，不能仅
仅停留在事后的制止和教育上，而
是应事先加强监管，弥补漏洞，让

游客没有下手的机会。除此之外，
是否可以考虑通过提高不文明行为
的成本，让违规者付出代价，不敢
再任性。比如设立“黑名单”制
度，一旦进入“黑名单”，限制进
入动物园游玩等。

2020年
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权威声音如何才能掷地有声
□朗渡

近几天来，四川泸县太伏中学
一名学生突然死亡的事件，引发社
会关注。据泸县公安局官方微博
“平安泸县”通报：“现有证据排除
他人加害死亡，具体死亡原因需依
法按程序待家属同意后尸检检验确
认”。但这一结论，没有终结人们
对于学生死亡原因的探究。（人民
网）

面对一起突发的死亡事件，分
析与评论的基点只能是客观事实。
在弄清事实之前，“被殴打致死”

“黑社会参与”“政府包庇”等诸多
传闻，都可能包含捕风捉影甚至恶
意造谣的成分。在这个时候，及时
准确的信息公开、权威可信的尸检
结果，有助于厘清事实，挤压谣言
生长、传播的空间。

对事实的调查有一个过程，还

原真相需要遵守程序、严谨细致。
但此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值得人们
思考：为什么这一原本可能并不复
杂的突发事件，会逐渐发酵升温、
引发舆情，最终演变成公共事件？
对于当地政府部门发布的权威信
息，为什么不少人并不信服，反而
各种传言乱飞？

这几年，地方政府回应公共事
件的能力大有提升，无论是建立新
闻发言人制度还是搭建“两微一
端”，信息公开的力度日益增大，
贴近群众的努力显而易见。但在一
些地方的实践中，新平台背后的旧
思维恐怕并未完全转变。面对突发
问题，管制大于引导、被动多于主
动、对立多于对话、回避多于回应
的情况还所在多有。

一封堵，将良性沟通的渠道先
堵上了，再张口，信的人就少了，
以致最终出现四个盖子盖五个水壶
的手忙脚乱，演变成“千斤撬四

两”的大动干戈。
从舆情纾解看，针对各种谣

言，自然需要加强内容管理。从过
往的案例看，确实存在不少因造谣
传谣、最终导致舆论反转的情况。
作为“吃瓜群众”，一定要冷静客
观，越是对那些匪夷所思、令人激
愤的传闻，越要多长几个心眼，不
要轻易着了谣言的道。而从管理部
门来说，及时满足公众正常的信息
需求，有说服力、有针对性地开展
舆情引导至为关键。

泸县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
中，旁观者做出任何具体的结论都
为时尚早。透过一系列类似的事件
我们当前可以得出的认识是：在化
解舆情危机中，管理部门既不能陷
入清者自清式的沉默是金，更不能
滑向先消极怠惰、后大动干戈的被
动境地。掌握好时、度、效的统
一，公断才能服众，权威声音才能
掷地有声。

拿掺水的“分红”糊弄股民应限制

□许 晟

近期，上市公司分红预案逐步
揭晓。大部分公司积极分红，但也
有部分上市公司借分红之机，制造
“高送转”等概念博眼球，借机减
持获利。（新华社）

上市公司分红是中小投资者从
上市公司获取股权收益的重要方
式。在俗称的“分红”概念里，包
括派发现金、送红股、转增股。派
发现金是上市公司拿真金白银回报
给投资者的方式；送红股是指将上
市公司未分配利润以股票红利的形
式分配给股东；转增股是指将上市
公司的资本公积金转化为股本的形
式赠送给股东。

相对于年度、季度的现金分
红，送红股、转增股的分红形式在
成熟市场并不多见，市场也不会去
炒作此类股票。

但中国资本市场还不成熟，过
去一段时间里，不少股民将送转
股、特别是高比例送转股，当成是
公司“利好”，跟风买进。

事实上，从财务的角度看，送
股、转增的实质只是股东权益的内
部结构调整，对净资产收益率及公
司盈利能力无实质性影响。

另外，除权后公司每股价格下
跌，会让投资者产生“价格幻
觉”，助长所谓的“填权行情”，使
股票价格非理性抬高。

值得注意的是，在市场制度还
不够完善的时候，不以业绩支撑为
基础的利润分配形式，容易与市场
其他行为相互渗透，成为市场炒作
的工具。

过往案例证明，在此类股票
价格波动过程中，上市公司或某
些大股东、机构往往可以通过减
持、关联交易等方式获利，中小
投资者却很难摆脱被“割韭菜”
的风险。

公司市值、股票价格本是上市
公司价值的反映。上市公司应该在
公平市场竞争中成长，增加公司价
值，以期获得更好的股票表现；而
不应利用高送转等所谓的“分红”
手段，在数字上做游戏，糊弄中小
投资者，以期渔利。

对于那些仍期望以高送转等
“掺水的分红”糊弄股民的行为，
监管层不仅要加大监管力度，严厉
打击背后可能伴生的违法违规行
为，还应尽快完善相关制度，如加
大对高送转的限制，将分红行为与
增发安排等挂钩，从根源上规范企
业分红行为。

教育部4月６日公布的《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
坚计划（2017－2020年）》提出，到2020年，全国普及
高中阶段教育，适应初中毕业生接受良好高中阶段
教育的需求。

【现状】
中西部高中普及程度低东部大班多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我国2016
年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 87.5%，普及水
平迈上了新台阶。但由于多方面原因，中西部贫困
地区教育资源短缺，普及程度低，中等职业教育发展
明显滞后。这些地区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环境条
件的制约，普及任务异常艰巨。

同时，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高中阶段教育也存
在许多薄弱环节，如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
发展不协调，普通高中56人以上大班额比例接近四
分之一，有的班额甚至超过80人。

【目标】
2020年高中毛入学率达90%以上

据介绍，此次印发的攻坚计划提出的总目标是：
到2020年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适应初中毕业生
接受良好高中阶段教育的需求。5 个具体目标包
括：全国、各省市区的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要达到
90%以上，中西部贫困地区毛入学率显著提升；普通
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结构更加合理，招生规模大体
相当；同时学校办学条件明显改善；经费投入机制更
加健全；教育质量明显提升，办学特色更加鲜明。

同时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残疾学生和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教育，攻坚计划也提出了相
应的政策措施，完善扶困助学，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
贫困而失学。

【措施】
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区域内初中

据介绍，攻坚计划将提高教育质量摆在突出位
置，将深化课程改革，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推进
学校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改变单纯以升学率评
价教育质量的倾向。同时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及时
补充配齐教师，特别是短缺学科教师。

记者了解到，为保障普及目标的实现，攻坚计划
提出了6条措施，包括扩大教育资源、完善经费投入
机制、完善扶困助学政策、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动
学校多样化有特色发展、改进招生管理办法等。

在改进招生管理办法的措施中，要健全招生工
作协调机制，建立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统一招
生平台，切实落实普高、职高大体相当的要求；要实
行优质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
中的办法，加大优质中等职业学校招收贫困地区学
生的比例。

此外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在当地参加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的政策措施。
要严禁公办普通高中违规跨区域、超计划招生。

【释疑】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不是纳入义务教育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不少人理解是否要将高中
教育也纳入义务教育。对此吕玉刚解释道，我们国
家的教育法明确规定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义务教育
具有强制、免费、普及、均衡等属性。经过多年努力，
我国在2011年实现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但是不
同区域、城乡之间、学校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突出。
所以在普及的基础上，国家在着力推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目前任务依然艰巨。

他说，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
出发，我国应该优先保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这次
攻坚计划也是在强调义务教育优先发展的基础上，
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没有提出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
育，也没有提出免费高中教育。” 晚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