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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广州日报 近日，有媒体披露，
广州国际健康产业城管理委员会主
任覃朗已于 !"#$年 ##月辞职，下
海到一家房企任职。
据了解，覃朗此前曾任白云区

规划分局局长，处级干部，去年 %

月，覃朗上任广州国际健康产业城
管理委员会主任。据有关媒体报道，
对于覃朗的辞职，白云区高层官员
曾出面挽留，但没有成功。
广州国际健康产业城是市区的

重点项目，有人说覃朗从规划局长
的位置转任健康城主任，虽是平调，
但组织应该是有重用之意。

!&#$年，辞职下海的官员并非
覃朗一个。早在 !&#$年 '月，广州
已有两位明星官员宣布辞职从商。
去年 '月 %日，格力电器发布公告

称，陈伟才任公司副总裁。辞职“下
海”前，陈伟才是广州市公安局政治
部人事处处长，被誉为广州警界“新
星”。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含

保税港区"管委会副主任、南沙区委
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也被证实辞
职从商，出任浙江传化集团下属的
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媒
体报道时指出，孙雷是广州的“博士
区长”，离职前，曾有广州市主要领
导出面挽留，但未能留住。
对于官员的相继辞职，会否意

味着广州将有新一轮的官员下海潮
到来？有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由于零星几个官员的辞职就
认为会引发新一轮下海潮，这是一
种比较武断的说法，体制内外的流
动是很正常的。” !林洪浩"

! ! ! ! !"#$年岁尾#正在地铁采访的

郑州电视台记者$偶遇%也来乘地

铁的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遂一路

相随#跟拍采访& 这则$地铁偶遇

市委书记%的新闻#次日即遭到舆

论质疑'真的是偶遇吗( 媒体对此

求证时#涉事各方均表示$非事先安

排的%&

郑州首条地铁刚开通# 地方一

把手去体验下# 无论是否基于具体

公务$担心迟到%的原因#都挺正常&

即便它是出于宏观调研的需要#坐

坐地铁)听取民意**这样的$下基

层% 场景也很正常# 犯不着一惊一

乍& 事实上#官员亲自走一走)看一

看# 与仅仅听听汇报) 批批文件相

比# 也能获得更丰富) 更真实的信

息&就此而言#没必要对市委书记坐

地铁抱$先入为主%的怀疑+++哪怕

它听起来挺新奇&

但$地铁偶遇市委书记%#引发

$炸开了锅%式的舆论反响#甚至被

质疑$偶遇%是不是被安排好的#究

其根源# 就在于类似的事情太少

见'一方面#尽管中央一再强调转

变作风#多搞调查研究#掌握第一

手材料# 中央领导也率先垂范#但

具体到现实情境中#民众还是鲜见

地方主要官员下来体察民情& 即便

偶或下去调研# 往往也前呼后拥#

走走过场而已# 甚至沦为 $被调

研%& 另一方面#因为类似的事情稀

缺#新闻媒体往往就会刻意强调并

放大这种稀缺#甚至以$偶遇%作为

难得的新闻**由此也就会引发

普遍质疑&

因此#表面上看#网民质疑的是

$偶遇%是否真实#实质上却隐含着

对时下一些官员作风过于飘忽)高

蹈的批评&平时浮在上面#有时下下

基层# 则还要摆出一些假模假式的

姿势#这样的情形不免恼人&类似的

情绪记忆多了# 一旦遇上真实的官

员调研#也会疑窦丛生&

当然#个中也不乏期待#期待官

员们能够真正深入群众# 到市井闾

巷里接接地气# 到车站市场里面感

受民生#多一点实事求是之心#少一

些摆弄作秀之意& 可以想见# 若是

$书记乘地铁% 这样的事情多了#也

就无所谓$偶遇%不$偶遇%了& 而媒

体在选择新闻的时候# 也能以平常

心视之#不会以$偶遇%之类的题目

刺激民众情绪&

$地铁偶遇市委书记%被拔高#

才是不正常&它能成新闻#归根结底

在于是$偶%遇#而非$常%遇&而在现

代政治的运作中# 官员的身影本就

该多出现在民众中间&

新京报 !胡印斌"

书记多坐地铁 民众才不质疑“偶遇”
官员的身影本就该多出现在民众中间

处长不当了 下海去干啥
广州国际健康城管委会主任辞职引发热议

! ! ! !北京青年报 期末将至，中学
生们的“复习攻坚战”再次打响，
但每个同学的状态却千差万别。
记者发现，按学习划分的“阶层”
标签越来越细，“学霸”、“学民”、
“学痞”不一而足。这些学习外号
不仅在学生们常用的社交网站上
热议，还成为学生间互相调侃、评
价定位的一个新方式，每一类别
都有自己详细明确的定义，每一
位学生似乎也都能从中找到自己
的定位，并迅速给周围的同学定
位；在这样的三六九等的分类下，
构成班级的学习格局。

对于学生间的调侃，专家认为
虽是种缓解压力的黑色幽默，但从
中还是能感受到学生们并不快乐。

到底什么是学霸，什么是学
渣？根据人人网上流传的一种细分
法，学生们共被分为十多个等级，
包括学魔、学神、学霸、学痞、学民、
学弱、学渣、学残等等，这些等级大
多是根据成绩排名、学习状态、个
人风格来进行划分。从最基本的成
绩要素来看，可以简单归为成绩学
霸、学民、学渣这三类成绩上、中、
下的层级，再根据每个人的学习状
态，三个层级又被具体细分出 #&

余种类别称号。
记者发现，以学霸领衔的成绩

“上层”学生，往往是全班的膜拜对
象，但其中也有很微妙的差异。例
如学霸的学习刻苦程度往往超出
普通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学神”则

潇洒很多，专指一些天资聪慧，学
习高效，高大帅气，青春靓丽的学
生。还有被大家调侃为“学痞”的学
生，“成绩好，有点痞。上课睡觉，下
课玩闹，吃喝玩乐样样精通，但成
绩仍然很好。”此外还有学习走火
入魔的“学魔”，在某个学科超乎常
人的“学鬼”等等。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
论研究中心博士郭元婕说，从客观
上，这些分类还是反映出学习对于
学生来说，并不是件愉快的事情，
而是个很重的任务。大家在学习面
前，分出这样的三六九等，在教育
单一评价体系下，很多人是失败
的，都是“学民”和“学渣”，这就是
件很难过的事了。 !林艳"

学霸、学神、学痞、学民、学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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