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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教育乱收费，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

       “湖南省娄底市涟源
市小学二年级缴费将近
1500 元，真心承受不起
啊！”
       “山东济宁兖州区东
方中学，开学前每个学
生收取 8400 元，据说是
3 年的电脑使用费，我
们买个新电脑才花多少
钱？这才是真正的乱收
费，请上级部门查处。”
       “学校老师乱收费，
强制家长买一些没有用
的东西。”
       “查查吧！我们这
个贫困县老师让买防近
视的本子，20 页 3.5 元！
这是什么名堂啊！”
       新学期刚刚开始，就
有不少地方的家长在网
上反映自己孩子所在学
校的乱收费、变相收费
问题。
       国家教育部等五部
门倒是很“应景”，在
开学前就印发通知，要
求各地严肃查处损害群
众利益的教育乱收费行
为。据教育部网站消息，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国家新闻出
版署五部门日前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
育收费管理意见》的通
知，要求各地按照规定
的管理权限全面落实教
育收费管理主体责任，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社会、
受教育者的关系，正确
处理好教育收费与财政
拨款、学生资助的关系，
正确处理好简政放权和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

关系，进一步完善教育
收费政策体系、制度体
系、监管体系，提升教
育收费治理能力。
       这个《通知》可以说
是很及时，也很重要。
对于广大家长来说是一
个好消息、好政策，对
于各地教育部门及学校，
应该也算是上了一道“紧
箍咒”。
       教育部等五部门之
所以在开学前发出这样
一份《通知》，跟以往
教育收费乱象问题经常
出现，导致不少家长陷
入困扰的现状有极大的
关系。这不，刚刚才开
学两天，就有不少家长
反映当地有些学校巧立
名目乱收费、变相多收
费，增加了家庭经济负
担，苦不堪言。
       “上面的规定和政策
是好的，但是下面听不
听，管不管又是另外一
回事儿。”有不少家长
认为，国家和各级部门
查处教育乱收费与某些
学校置若罔闻胡乱收费
的关系，就是政策与对
策的博弈。其实，教育
部等五部门制止和惩处
乱收费的决心和力度是
很大的，特别强调各地
出台教育收费政策时，
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和群众承受能力
等因素。事实上，有些
地方有些学校根本没有
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
       即使做了，也是只做
表面文章，一些上级明
确要求完全不能收或者

不能多收的项目，有些
地方和学校就规规矩矩
地遵照执行。而还有很
多主管部门没有提到的
方面，他们就会充分地
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
各显神通了。
       比如，部分地区出现
的所谓延时费、托管费
已经“巧妙”地脱离了
乱收费框架，变成当地
教育主管部门官方授权、
明目张胆的收费了。有
些项目的名字也取得清
新脱俗，似乎完全是一
副“为人民服务”的标
兵形象。还有一些道德
绑架家长的，打着自愿
的旗号，像什么买资料、
补课、各种名目的收费，
班主任或老师在班级群
里接龙，还有意无意地
说如果有一个家长不同
意，课就补不了之类的，
往往就是抓住家长们“都
交你不交，都买你不买，
小心孩子被穿小鞋，区
别对待”的心理，让你
乖乖地掏腰包买个心安。
       而为了多收费多创
收，有些学校还真是没
少下功夫，什么样的奇
葩招数都能想得出来，
也干得出来。据家长爆
料，湖南省邵阳县塘渡
口镇双合小学竟然强制
学生统一交中餐费，不
允许学生回家吃中餐。
有的学校不准孩子自带
牛奶、点心，牛奶点心
费直接扫码给老师提供
的供应商的个人微信账
户，对家长却宣称“自
愿”。还有学校给学生

办一张门卡收费就高达
120 元，跟抢钱似的。有
的家长反映，个别没有
师德的老师，连排座位、
当班干都得家长送红包
送礼品。
       而对于乱收费、“巧”
收费的事情，一旦有上
级追查下来，他们一张
口就解释说是家长自愿
交的钱，“一切都是以
自愿为原则，我们从来
没有强迫过家长”，查
到最后大不了就是退费
了事。
       虽然也有不少家长
埋怨上级部门的很多规
定、禁令都形同虚设，
年年强调，年年都被“上
有政策下有对策”所套
路，既苦了家长又害了
学生。但是，教育乱收
费屡禁不止，往往跟大
部分家长慑于孩子的“前
程”，敢怒不敢言，得
罪不起老师，一味被动
地接受和配合，也有一
定的关系。
       另外一点就是有些
地方的学费定的畸高，
与教育部等五部门要求
的“要综合考虑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教育培养
成本和群众承受能力等
因素”的精神相悖。有
专家认为，学校乱收费、
高收费问题如果得不到
严厉的查处和整顿，将
是许多家庭反贫的重要
因素。
       确实，现在有些学
校收费高得离谱，让许
多家庭难以承受，导致
一些孩子因为缴不起学

费而放弃学业，许多家
庭因孩子读书而反贫。
媒体报道显示，九年义
务教育阶段以外的学杂
费、住宿费等等，特别
是一些私立学校收费一
般都是以“万元”作单
位，一学期动不动就是
几万元，有的甚至十几
万，更多的都有，一般
家庭是难以承受的。即
便是义务教育阶段，诸
如什么择校费？延时服
务费？不够分数的又是
多少钱一分等等，简直
是花样百出，不一而足。
许多家庭因孩子上学而
负债累累。
       整治教育乱收费不
能“雷声大雨点小”，
也不能停留在表面。希
望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
部门把教育部等五部门
的《通知》精神贯彻落
实好，真抓实干，严查
重处。只有说到做到做
好，才会有效果。同时，
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部
门要建立健全教育收费
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加
强教育培养成本调查，
规范教育收费决策听证
制度，严格执行教育收
费公示制度，加强教育
收费收支管理，要落实
教育收费监管责任，完
善教育收费治理工作机
制，加大对变相和隐性
等违规收费行为的查处
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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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灰盒小区”背后的争议与现实
       电影《疯狂的赛车》
中，有一个经典的“名
场面”：扮演墓地推销
员的徐峥向黄渤饰演的
“客户”推销高档墓地，
将它形容为“高尚社区、
上风上水、地下 CBD、
人生后花园”。现在，“社
区式墓地”在现实中真
的出现了。
       据财经网消息，随
着天津市殡葬改革的推
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在陵园单独买一处房间
来做自家祠堂，而不是
将自家骨灰盒与其他家
骨灰盒混放在公益性祠
堂。滨海新区一家以“楼
房式祠堂”为招牌的骨
灰堂一期开售时一度遇
冷，但 6 年间价格一路
疯涨，均价从 3000 一平

涨到 7000 一平。
       视频显示，“骨灰盒
小区”从外观上看，除
了窗户都是黑色的，与
普通居民小区的楼房无
异。虽然该“小区”对
外出售已有数年，但这
样的场景一经曝光，立
即引发关注成为热搜，
并不出意外地遭遇调侃：
有的人连住的地方都没
有，有的人却已经在购
买死后的房子；活着工
作在格子间，死后住在
小楼房……
       从形态看，这样的墓
地形式，的确大大冲击
了人们对于传统殡葬模
式的想象。不过，它的
兴起确实有一定客观原
因。一个直接触发因素，
是当地推行殡葬改革，

以及大量的土坟因为拆
迁需要重新迁址，于是
陵园方面“脑洞大开”，
将原来的公益性骨灰堂
改建成“楼房式祠堂”，
以满足本地的殡葬需求。
此后，便陆续吸引了不
少受高价墓地困扰的外
地“客户”。
       这种以家族为单位
的“祠堂”存放骨灰盒，
体现了集约化优势，或
更节约土地。像目前该
小区据称已“入住”3000
多家族，骨灰盒接近
十万个。如此高的密度
是传统的公益性祠堂和
陵园无法比拟的。从性
价比看，虽然一间“祠
堂”的价格从十多万到
数十万不等，但与一二
线城市的高价墓地相比，

以及“买一间，可服务
于整个家族”的特点，
它同样称得上是“划算”。
       当然，更重要的一点
或在于，它确实契合了
部分国人对于“住在一
起”的某种执念。甚至
数年前，多部委联合发
文鼓励家庭成员合葬，
居然在一定程度上以这
种方式实现了。
       不过，从网友的反应
来看，它的争议同样不
小。如根据相关文件，
此处墓地在性质上属于
公益性骨灰堂，并无买
卖资格。而为了规避公
益性墓地无法经营的轨
道，陵园将墓地合同条
款从售卖改为长期租赁，
这会不会带来后续的“产
权”之争，不是没有可

能；另外，“社区式墓
地”对周边土地开发和
居民生活的影响仍有待
评估；而更多人担心，
如果这一模式推广开来，
是否会引发新的“炒楼”
现象？等等，这类争议
或是质疑，并非完全是
杞人忧天。
       “骨灰盒小区”能不
能成为一种新的殡葬形
态，没有人能够打包票。
但从“安放骨灰盒”的
种种“创新”中，我们
确实需要读懂，在这样
一个快速变动的时代中，
社会对于“死亡”的严
肃态度和某种仪式感的
挂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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