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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班延误没事干， 不打K干
嘛？”

25日， 天河机场航站楼派出所
民警通过“视频巡查”发现，在隔离
区A4登机口附近的咖啡厅内，有一
年轻女子用吸管多次将桌面上的粉
末状物品吸入鼻腔内， 疑似吸毒人
员。民警上前询问，女子语出惊人。

法律惩戒：你敢吸我就敢抓，有
本事你带50克毒品……

马骝的马六： 这女的是不是在
去机场前，脑袋被门夹坏了？

大黄蜂：毒品泛滥谁的责任？
烈燕伤痕：很好奇，这东西是怎

么过安检的！

全班40个人，26个被保送
北大清华， 其他被保送中国科
技大学等名校，唯一一个参加
高考的，裸分得了628分。今年
湖南师大附中出了个“最牛
班”———高三18班。 (6月27日
《三湘都市报》)

媒体对“高考最牛班”的炒
作基本上是每年的例行动作，
今年也不例外。 但是，“最牛高
考班” 的出现真的值得我们欢
呼雀跃吗？

我们都知道， 每个城市都
有那么几所所谓的名校，它们
靠垄断当地乃至全省的优质
教育资源来发展壮大自己。以
长沙为例， 老牌的四所名校：
长沙市一中、长郡中学、雅礼
中学以及新闻中提到的湖南

师大附中，它们有最优秀的生
源———每年都会将各中学名列
前茅的学生收入门下， 它们有
最雄厚的师资力量———以师大
附中为例， 先后有34名教师被
评为湖南省特级教师， 每年均
有10名左右的外籍教师在校从
事英语教学工作， 这对一般学
校来说，简直不敢想象。

尤其是， 自中考招生政策
发生改变， 部分重点高中可以
在全省范围内招生后， 更是将
这种垄断推向了新的高度。县
级优秀学生往市里面集聚，市
级优秀学生则涌向省会， 甚至
省会名校可以直接将“掐尖”的
手伸向其他城市县乡一级。可
以这么说， 几所名校完全有能
力垄断一省最优质的生源。

雄厚的师资力量， 高质量
的生源保证， 再加上政策的重
点关照，“最牛高考班” 取得这
样的成绩完全是水到渠成的事
情。既如此，又有什么值得让人
夸赞的？当然，这个“最牛高考
班”也并非一无是处，它让我们
看到了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现象
还很严重。

菲尔杰克逊曾带队获得11
枚NBA总冠军，从成绩来看，可
谓史上最牛教练， 但他所带夺
冠队员全是乔丹、 科比和奥尼
尔等天皇巨星， 不像马刺队主
教练波波维奇， 他手下只有邓
肯一员大将， 但他是通过调教
非超级巨星， 并根据个人的特
点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 提高
团队能力， 因而夺取了4个冠

军，这种冠军的含金量更高，更堪
当“最牛教练”称号。

于此而言， 这个“最牛高考
班”不足为法。就在这则报道下面
一个不起眼的角落， 另外一则相
关新闻让我眼前一亮： 一所民办
学校———耒阳正源学校———此次
高考共657人参考，却有169人一本
上线， 460人二本上线。 清华大学
梁琼麟教授认为，它作为一所农村
民办学校，办学仅八年能取得如此
优异成绩实为“奇迹”。虽然与师大
附中的“最牛班”无法相比，甚至有
些惨不忍睹，但笔者认为，这个特
殊的“大班级”才是真正的“最牛”，
因为它的“分层教学”让每个不那
么突出的贫困地区的学子看到了
读大学的希望。

■李成辉

“最牛高考班”何牛之有

“为爱而读书”的状元真可爱
高考刚刚放榜， 状元们的故

事铺天盖地而来。阳光少年，品学
兼优， 玩着上北大清华， 凡此种
种，都值得鼓掌和艳羡。但我最欣
赏的，还是“为爱而读书”的吴海
灏， 广东佛山禅城区区直学校理
科状元———虽然这个状元有点
“水”。

与其他状元有点不同的是，
吴海灏并非从高一开始就是尖子
生，刚入学那会儿，成绩在全年级
只排100多名，在整个禅城区排名
也是1000名之后。 从高二开始，他
的成绩便突飞猛进了。转机何来？
吴海灏说：“其实我从高一开始就

暗恋同校的一个女生， 那个女生
成绩很好，为了追上她，我从高二
开始便下猛功夫学习。”

为什么而读书？ 这是个亘古
就有却永无“标答”的问题。“为中
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教科书上
最权威的答案。大义高标，高山仰
止。但于大多数人而言，恐怕还是
古人所概括的“黄金屋”“颜如玉”
比较实在。 爱美之心世人皆有，
“为爱而读书”绝对不是一个见不
得人的动机。 大哲罗素就说过，
“有三种力量支持我生活：对爱情
的追求， 对知识的渴求和对人类
苦难的同情与怜悯”。人作为万物

灵长，生来具有七情六欲。而世间
的资源是有限的，取得这些资源，
需要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 不能
强抢豪夺，只可“实力”说话。读书
求知， 就是一条用正当手段让自
己的欲望得以满足的途径， 所谓
“知识改变命运”，即是此理。这样
说来，“为了追上她”而“下猛功夫
学习”，累积过硬的资本，不管最
终能不能追到， 至少其动机是无
可指摘甚至可堪嘉许的。

当前举国上下都在畅谈梦
想。梦想，看似高远难测，其实真
实可感。它没有大小高下之分，真
实是其最本原底色。大国之梦，是

由13亿多个个体形态各异的梦想
构筑而成。 对于前些天网上风传
的那两名枕着烟盒席地而睡的农
民工来说， 一张可以供伸展四肢
的床就是他们的梦想。 而吴海灏
这位情窦初开的青春学子， 因为
暗恋女生，把这种最纯真、最美好
的情感转化为发奋学习的动力，
最终考得高分， 这何尝不是一种
美好的梦想呢？ 如果人人都能怀
揣这样纯洁美好的梦想上路，个
体卓越、 国家伟大的梦想也会指
日可待。

我欣赏吴海灏， 还因为他是
个说真话的好孩子。要知道，中学

早恋可是一个雷区， 坦然亮出自
己的谜底，这需要勇气，哪怕他现
在已经高中毕业且金榜在望，没
有了那么多的顾忌。 他虽然手握
高分， 但毕竟还没拿到录取通知
书，万一因为这句话被解读为“导
向错误”，而影响了录取，岂不要
悔恨终生？但他毕竟说了真话，哪
怕只是因为不知“江湖险恶”的缘
故，也一样值得尊敬。

写到这， 我脑子里闪过一个
假设： 假如吴海灏是在高考作文
中写下这么一段话， 会得多少分
呢？我不由得寒毛倒竖……

■本报评论员 怀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