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几年，因微信聊天记录里存在不恰当

的言论、图片、视频，在入境欧美国家时，被遣

返回国的新闻时有耳闻。最近，一位中国留学

生在入境澳大利亚墨尔本机场时，海关临时抽

检他的手机，查出微信聊天中存在涉嫌违规的

视频和表情包，当即遭到澳方遣返。这件事，

在澳大利亚华人圈里被炒得沸沸扬扬。

由于这类事件，常见于一些西方发达国

家，这就不免让人产生疑惑，“说好的言论自

由呢？怎么私人言论也查？”在中文互联网

上，这样的质疑常常能获得最多的点赞。其

实，仔细研究这些因检查微信聊天记录而被

当场遣返的事件，就可以发现，这只是这些国

家的海关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当地法律办事的

必然结果。从根本上说，这跟法治意识有关，

而与言论自由并没有太大关系。

人生而自由，但无时不在枷锁之中。法

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名言，道尽了

人类社会对于自由的本质思考。世界上并不

存在绝对的自由，所有人既然共同组成了人

类社会，就必须要形成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

每个人只有遵从这样的准则，才能让社会得

以延续。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说的就

是这个意思。各国海关对手机微信聊天记录

的查讯，实际上是维护各自社会的行为准则。

比如，一位拿着美国 F-1 国际学生签证

的学生，在学期中不在学校念书反而离境回

家，同时又没有很充足的理由解释这种离境

的必要性，自然遭到了执法人员的怀疑。在

检查其聊天记录时，美国海关人员发现了“不

喜欢这个学校，只是临时挂一下身份”的言

论，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位同学“目的不纯”，海

关人员认定她刻意隐瞒来美真实目的而拒绝

她入境，当场遣返，今后也不得入境。

中国人到了美国，常常觉得当地人“很傻

很天真”，却不知道，这种很傻很天真的性格，

是长期的法律约束下形成的。社会对诚信有

很高的要求，凡是有违诚信者，都将承担严峻

的法律责任。这种不讲情面到严厉的法治，

造就了法治国家应有的法治意识。然而，可

惜的是，许多国人却较为缺乏这样的法治意

识，尤其在网上聊天的时候，某些突破人类社

会底线的言论，也可以肆无忌惮地脱口而出，

而这些东西恰好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要求。

国人在网上聊天的时候，很少把对他人

权利的尊重当成一回事。一位从上海前往加

拿大温哥华的留学生，在入境时被加拿大海

关人员检查出微信群聊中有疑似未成年人淫

秽视频。虽然这位同学解释这些内容并非他

收藏或发出、自己也未看到过这些内容，最终

加拿大海关还是坚持撤销了他的签证，并要

求他在机场直接离境。

法治社会是治理的结果，不是光靠理念

就可以自动实现。法治靠的是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的公正，违法了就一定要追究，一把尺子

量到底，不存在任何的年龄、职业、性别、地位

以及人数多寡的区别，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

立起社会的法治意识。前段时间临沂暴走团

在公路上行走，就已经违反了相关法规，却长

期得不到处理，最终导致撞死人的悲剧发

生。这就跟微信查出不当言论被遣返一样，

脑子里缺的不是自由意识，而是法治意识这

根筋。

缺乏法治意识就会很尴尬

但不少人对这事的质疑是：

既然读了几年大学“回炉”

读职校才能找到工作，那为

什么不当初就直接就去读

职校，何必今日曲线救国？

近年来，大学生到职校“回炉”现象逐年

增多。据报道，在安徽、山东、湖北等省份，大

学生“回炉”读职业学校，已不是新鲜事了。

不少职业学院甚至专门开设“大学生班”。

不少大学生纷纷选择“回炉”才能找到合

适的工作，背后凸显大学生就业难的结构性

矛盾。近十年来，就业市场上的情况可以用

一句段子来形容：“本科生满街跑，技术工无

处找。”

但不少人对这事的质疑是：既然读了几

年大学“回炉”读职校才能找到工作，那为什

么不当初就直接就去读职校，何必今日曲线

救国？这是一种浪费！

近年来，社会上呼吁仿效德国的职校体

制的呼声很高，但问题是，在中国响应的人并

不多。

从传统文化心理来讲，中国社会对教育

是非常重视的，也非常讲究学而优则仕。对

父母来说，要是子女没有考进大学、接受过高

等教育，就好似范进没有中举般。所以一般

的父母，只要家里条件马马虎虎过得去，节衣

缩食也要供儿女去读大学，而不是去读职业

学校。

高等教育大众化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也

是历史的必然。我想假如有一天，当高等教育

更加普及，当拉板车的“踏儿哥”谈起莫扎特时

能侃侃而谈，看大门的保安评说起哥德巴赫猜

想时也能深有心得时，我们并不能简单地把这

种无关实践技能的现象称之为浪费，毕竟，国民

素质因高等教育而提高，也是国之幸事。

既然是接受高等教育，那么，就不一定为

了实用的技能而学，因为本科学习学的是广

泛理论和相关专业知识。但是，一个有理论

知识支撑的大学生，真的要去学实践知识，就

会掌握比较快。正如一个职校校长所说：“从

我们学校这几年招收的大学生学习情况来

看，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不管从知识的理

解能力，还是从专业技能的接受能力上，普遍

强过其他学生。”

实施制造强国战略，是需要更多实践型

工程师与技术人员。现在的施工不再是依靠

人力与简单机械，绝大部分工作都是机械化

施工完成，这些设备价值高昂，技术更新速度

快。目前市场上的求职主体、即传统农民工

难以适应这些岗位，而具备较强学习能力、又

有相应操作基础技能、读过职校的“回炉”大

学生往往最受企业青睐。

所以说，大学生“回炉”读职校，是一个解

决问题的方法。它既解决了传统心理下的人

们对文凭的精神寄托问题，同时也解决了当下

高级技工紧缺的难题，也赋予了技术人才较高

起点，不啻为一种较好的折中方法。

但同时我们不得不说，这只能算是一种

折中办法。为何？如果“回炉”读职校的大学

生，其所就读的高校，本身就是培养应用型人

才的学校，其毕业生再去职业院校学习，就说

明高校本身教育有问题了。因为近年来，专

科为了升格成本科、二本升为一本，都在搞所

谓的综合性大学，结果变成了四不像，丢掉了

原本擅长的应用特长，这也是近十年来舆论

一直担忧的事。

教育部等部委2015年曾出台引导部分地

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目

前江西、湖北、新疆等地正在探索试点本科高

职院校联合培养人才。在此类联合培养试点

中，通过“3＋2”模式在高职培养 3 年、高校培

养两年授予本科学位。我想，这才是解决问题

的根本之道，它可以让大学生“回炉”读职校这

种“游击战”，转化为适合时代的“正规战”。

大学生“回炉”读职校，不得已而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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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靠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的公正，违法了就一定要

追究，一把尺子量到底，不存

在任何的年龄、职业、性别、

地位以及人数多寡的区别，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社

会的法治意识。

河北涉县后池村居民因义务上山修路，

依靠双手改变落后面貌被誉为太行“新愚

公”。可近日在当地新建成的新愚公希望小

学的爱心拍卖会上：一家企业领导将写有 20

万元的现金支票模型送到校领导手中，事后

却只给了 2000 元。当询问活动主办单位能

否捐助学校 20 万元时，答复是：不可能。负

责活动的演出公司则表示：“20 万现金支票

属于一个演出道具，不应该视为爱心捐款。”

（7月15日央广网）

现金支票模型虽为道具，又绝非一般道

具，在爱心拍卖会之类场合频频使用，无非一

因大量现金不便携带，二因便于向公众展示

捐款方的捐助金额。既被展示于众目睽睽之

下，那么捐款方就是作出了相应数额的捐款

承诺并进行了公示，事后有义务如数兑现。

在台上“举牌”20 万元，台下缩水至 2000

元，这样的捐款，与其有之，还不如没有。因

为，正所谓“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而这样的诈

捐，完全就是对校方及贫困生的戏弄，是在往

贫困生的“伤口”上撒盐，在把他们当猴耍。欺

凌到贫困学生头上，践踏其尊严，实属恶劣。

将写有 20 万元的现金支票模型当众展

示，涉事企业收获的是社会美誉度；但当诺而

不捐、以最小化成本谋求最大化美誉度的戏

码拆穿，暴露出的却是副沽名钓誉、耍无赖的

丑态。即便真能因此省掉 19.8 万元，恐怕涉

事企业也得不偿失。因为，现代社会是个契

约社会，重合约、讲信用乃企业立身之本。试

问，如此使奸耍诈，出尔反尔，谁还敢与之做

生意？

《合同法》第 186 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

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但是，

“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

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

用前款规定”。亦即像这样针对希望小学、贫

困学生的诺成性赠与合同，是不能空口白话，

诺而不捐的，而须事后兑现。

所以，新愚公希望小学及贫困生，无妨依

《合同法》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要求涉事企业

兑现 20 万元的捐款金额。只有拿起法律武

器较真维权，对把捐款当演戏的恶劣行径坚

决说不，让涉事企业付出真金白银的代价，才

能让此类空口白话、诺而不捐、愚弄人、欺凌

人的诈捐恶行得到遏制。

拿起法律武器，对“捐款表演”说不

正 所 谓“ 廉 者 不 受 嗟 来 之

食”，而这样的诈捐，完全就

是对校方及贫困生的戏弄，

是在往贫困生的“伤口”上撒

盐，在把他们当猴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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