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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及时为“小规矩”纠错，备

案审查机关必须充分发挥制

度威力。

教育的使命，就是致力于人

的发现，人的健全，一句话，

让人成为人，这应该成为所

有个人行为和组织性行为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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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烧饼一哥”
年薪35万

本报昨日报道，62岁大爷李秀广是缙云

政府认定的 5 个烧饼大师之一，更是民间吃

货心中的烧饼一哥。虽然在老家壶镇宫前村

的小弄堂里烤饼，可是仙居、永康等远近食客

慕名而来，天天食客迎门。两年前，老李以35

万年薪被缙云黄龙景区挖走。景区表示：合同

是无限期的，只要他能做烧饼，就会给他35万

年薪。我们不会炒他，就怕老爷子炒了我们。

@最好吃的山核桃：我在考虑是不是花

38万年薪挖他来给我做烧饼。

@星魂凤舞：一心一意，匠人烧饼。饼

香不怕工资低，有手艺走遍天下都不怕。

@浪漫满屋20144：小心猎头。

吐槽中国人养狗行为
矢野浩二致歉

12 月 4 日，矢野浩二就此前在某节目中

说“中国人不配养狗”的言论向公众道歉：“没

想到几年前录制的综艺节目被有心人翻出来

说，在这里向大家致歉，在节目里说的个别现

象经过剪辑后让大家误解为辱华，我的言论

有失分寸，以偏概全，以后一定注意。”

@哟呵仓鼠：其实他说的也对啊，确实

有些人遛了狗，屎拉路边不铲。

@悠闲莽撞人：他也只是戳痛了某些玻

璃心的痛处罢了，其实言论已经够温和了，难

道支持不文明养狗吗？

@莫娜妮卡西：我们本身不文明的行为

才是给祖国抹黑吧！

@陈英语野格：正确的批评并不是侮辱

吧，他说的现象也的确大多存在，怎么就成了

辱华了？

怀疑孩子被打
家长抡椅殴打幼儿园老师

11 月 27 日，河南辉县。两家长疑心孩

子被打，抡椅殴打幼儿园老师。事发前家长

称孩子遭老师殴打，看监控未发现类似画面

后退园。2 天后家长又来园中翻看物品，遭

阻后打人。

@我的前任是贱人：怀疑？怀疑就要打

人？

@ddlong2003：医患关系搞僵，师生关

系也搞成这样？问题出在哪儿？抛开个人问

题之外，相关部门每次和稀泥，各打五十大

板，关键监控不公开，只想稳定不上报？就这

么能糊弄到几时？

@大米聊电影：对老师整体的污名化和

不尊重是一个社会的悲哀。

王彬 整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消息显示，公民

和社会组织近年来向最高立法机关提出违宪

违法规范性文件审查建议的数量明显增多，

维护自身权利意识增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

查制度是宪法监督的重要抓手。发挥好这个

制度的威力，及时为下位法“体检”和纠错，宪

法法律实施才能“不打折”。

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通过立法程序

制定的“大规矩”。相对而言，行政法规、地方

性法规和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文件处于下位，

是“小规矩”。“小规矩”当然要服从“大规矩”，

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违背、抵触。规范性

文件备案审查就是要查一查这些“小规矩”是

否符合“大规矩”，如果不符必须纠正。

有的司法解释制定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损

害公民人身权利，有的地方出台“雷人法规”

有损法律尊严，有的地方性法规突破法律使

政府公权力介入民事私权领域影响市场公

平，这些规则一旦出现错误和偏差，会造成社

会秩序失范、公民合法权益受损。

公民、组织往往是在自身权益受到减损且

穷尽各种救济途径后，才提出审查建议，希望通

过备案审查制度改变违宪违法的规则。这是审

查部门及时发现问题的“千里眼”，纠正偏差的

“动力源”。同时也提醒了“小规矩”的制定要严

格遵循“大规矩”的精神实质和相关规定，不能

法外立法，不能简单照抄照搬上位法，上位法若

已修改，下位法也要及时修正，防止过时、错位。

要及时为“小规矩”纠错，备案审查机关

必须充分发挥制度威力。首先要通过深入细

致的座谈、调研，找准问题出在哪里，加强与

规范性文件制定机关的沟通协调，“红红脸、

出出汗”督促制定机关自行修改或废止相关

文件；其次对明显违宪违法又拒不纠正的，备

案审查机关应当拿出“撒手锏”，依法启动撤

销程序，坚决撤销违宪违法的“小规矩”。

规范性文件在哪里，备案审查就跟进到

哪里。我们相信，备案审查部门将会履行好

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对“小规矩”增强监督

刚性、加大纠错力度，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统

一。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备案审查制

度将进一步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及时为“小规矩”纠错，宪法法律实施才能“不打折”

昨天，新华社的一个公众号火了，10 万

加的阅读量，1 万多的点赞。是什么吸引了

那么多人？是诗歌，是一群小学生写的十几

首儿童诗。完全同意网友们的评论：“没看

完就甘拜下风，看完就臣服了”；“小编，麻

烦你把这些孩子集中起来，给我上堂课”；

“孩子的内心世界真美，直戳心窝，忍不住

看哭了”。

这些诗真有那么好？这些网友是不是有

点大惊小怪，言过其实？这个公众号在网友

中引起的反应，与全民价值观现状有关，与教

育有关，与儿童成长有关，与“人”有关。还有

比“人”即我们自身更重要的吗？

先读几首诗。想象力之惊人，要数这首

《风在算钱》：“谁也没有看见过风/不用说我

和你了/但是纸币在飘的时候/我们知道风在

算钱”。作为一名曾经的语文教师，忍不住要

敲黑板了：语言！请注意这首诗的语言！不

能更好了，简直就是语言大师！除了想象力，

还有哲理。《我》的前面几节，依次把“我”与班

级、全国、地球乃至宇宙相比，言其个人之微

不足道，最后一节来了一个反转：“妈妈说/没

有我/整个家都好像空了”！这首诗好在哪

里，应该不需要用语言来诠释、说明了吧？篇

幅有限，不能一一例举了。

再说网友的反应。网友真的只是读了几

首诗——若干分行排列的文字？网友是看见

了“人”，这些文字表达了一种力量：对世界的

感受能力，对自己内心感觉的把握能力。亚

里士多德说：认识你自己。很多人活一辈子

都未必认识自己。而这些孩子做到了！

诗的语言看似描绘了一个世界，表达了

一种想象和感受，但种种集合起来，我们其

实是看到了“人”。我们被童真感动了，我

们看到了日常生活中非常难得遇见的、非

常珍贵的东西。只有在诗的世界才能遇

见。这表明，单纯、纯真，仍然是人们渴望

的。很多人曾经拥有，但后来失去了（有的

人可能从来没有过），而这些孩子让人们看

到曾经的自己，或找回自己——世上还有比

这更珍贵的遇见吗？网友们不过是正常反

应罢了。

近几十年的“发展”，对于人来说，主要是

外部生存条件的发展，物质性的发展（且不说

环境破坏的代价）；人自身的发展，人的精神

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被忽略甚至抑制了。

有抑制就有需求，就有渴望；这些孩子无意之

中唤醒了我们。他们是天使，是拯救者。尽

管他们自己不知道。

读这些诗，最初的欣喜过后，一个名字冒

了出来：湖南沅江中学的罗某杰。他读过诗

吗？写过诗吗？读肯定读过，中学语文课本

里就有诗，古代的，现代的；他感受到诗的美

了吗？诗意在他心里留存了多久？诗帮助他

感受到生活的美了吗？如果有过，又是怎么

消失的？在他对老师举起利刃之前，他心中

的诗意被什么杀死了？我们的教育能不能回

答这些问题？

高晓松说：“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苟

且，还有诗与远方”。其实，诗就是远方，诗能

把你带向远方。心里没有诗的人，没有被诗

打动过的人，游遍天下，仍然没有到过远方。

远方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有的人发现了，

有的人一辈子都没有发现。从自己的内心发

现远方，就是发现自己，发现自身拥有的力

量，发现人的无限性——所谓“人生的希望”，

不在别处，就在人的自身。

所谓“百年树人”，教育的使命，就是致力

于人的发现，人的健全，一句话，让人成为人，

这应该成为所有个人行为和组织性行为的目

标。一切让人成为非人的行为，都是耍流氓，

教育首先不能耍流氓。

孩子的诗，教给我们什么

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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