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过去一周，考生和家长又在为填报志愿忙
碌起来。如何在短时间内筛选有效的高校和专业，一
些报考辅助机构和填报志愿APP成了家长的“救命稻
草”。记者从几家服务机构了解到，一对一辅导便宜
的1万多元，贵的高达4万元，但“天价”也挡不住家长
的热情。（6月15日《北京晨报》）

俗话说，“考得好不如报得好”。填报志愿被称为
“第二次高考”，直接决定考生未来的职业与幸福。不
过，考生涉世未深，家长又远离高考多年，往往对填

报志愿两眼抹黑，希望向外界寻求帮助。在这种情况
下，相关辅导机构和软件就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不得不说，动辄数万元的天价收费，有“趁火打
劫”之嫌。辅导机构恰恰是抓住了考生家长的心理需
求，从而坐地起价，狮子大开口。但有时候花了钱也
未必能得到满意的服务。眼下志愿辅导行业门槛很
低，鱼龙混杂，有些并不专业的机构也逐利而来，服
务质量难以得到保障。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
丙奇举了个例子，很多APP都是通过学生填入的预估
分数来推荐学校。“这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因为分数
每年都不一样，志愿填写应该是根据学生的排名来
填写而不是分数。”

尽管收费不菲，也未必靠谱，广大家长依然对志
愿辅导机构和线上报考神器趋之若鹜，值得深思。对
此，有专家建议，家长自己应多研究，多听听孩子的

声音，不能将任务全面托付给机构和网络。这种说法
有道理，但填报志愿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技术活”，对
相关学校的办学水平、专业设置、往年招录情况等要
有一个全面准确的了解，考生和家长在这方面存在
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需要专业人士给予指导和帮助。

物以稀为贵，天价辅导填报志愿源于供不应求
的市场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公共服务缺位。一
直以来，一些学校都存在重考前辅导、轻考后指导的
现象，考试前对考生百般呵护，关怀备至，考后则马
放南山，撒手不管。为规范招生行为、严肃招生纪律，
教育部门还出台规定，严禁高校招生工作人员、中学
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等代替或干预考生本人填报志
愿。诚然，志愿填报关系考生切身利益，属于个人的
权利和自由，但不越位不等于能缺位。志愿填报作为
高考升学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责

任和义务帮助考生收集信息，分析利弊，在充分尊重
考生个人意愿的前提下，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目前，一些地方的志愿填报辅导，大多停留在举
办公益讲座，泛泛地讲一些注意事项，这显然不能满
足考生和家长的多元需求。在信息化时代，有关部门
应主动利用“互联网+”手段，建立公益性的大数据平
台，全面准确地向考生提供有关高校和专业的招生
信息，引导考生在全面掌握信息、综合平衡分析的基
础上，合理填报志愿。同时，教育部门和学校应组织
经验丰富的专家、老师，组建公益服务队伍，为有需
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个性化的咨询和帮助。

志愿辅导公共服务的补位，不仅对于考生个体
大有裨益，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也有利于人才的合
理、优化配置，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需要
有关方面再加一把劲。

近日，天津市委组织部制定《部机关党员干部
使用微信“十严禁”行为规范》，其中特别提到：严
禁利用微信群编织“关系网”、严禁在微信中对领
导和同事品头论足、严禁利用微信接受或赠送可
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微信红包或电子礼券。

对微信红包说“不”，并非天津市委组织部一
例，此前，浙江、广州等多地出台过类似规定。按
说，微信发个红包最多200元，微信群抢个红包，多
的不过几元，少的只有几分钱，似乎无伤大雅，其

实不然。
“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心理学研究发现，即

使是一个不请自来的好处，一旦被接受，也会让人
产生出一种负债感。随后，会在不知不觉中答应别
人的请求，甚至帮助别人谋取利益。不要让微信红
包砸开廉政底线，党员干部要增强防范意识，勿以
恶小而为之，心中始终绷紧一根弦，从拒绝一个微
信红包做起，筑牢廉洁从政防线。

（6月16日《人民日报》客户端）

4月20日，107篇发表于2012年至2016年的
中国医学论文被国际期刊《肿瘤生物学》一次
性撤回，原因是涉嫌伪造同行评议。14日，科
技部首次针对此事公开回应。目前，科技部牵
头会同相关部门正对撤稿论文逐一彻查，对查
实存在问题的论文作者将按照统一尺度、甄别
责任、严肃处理，向社会公开。（6月15日
《新京报》）

学术期刊撤稿虽是一种自净手段，但集中
大规模撤稿则极为罕见，难免会误伤到无辜。
何况期刊自身也存在审稿不严、对第三方机构
的职权认定不清等责任，一概将责任推给作者
也存在诸多不妥。因此，对于被错伤的作者，
相关部门或许应为他们展开维权。对于因不懂
规则而出现疏忽的作者，则应作好解释，看能
否借此挽回一些影响，减少撤稿对部分无辜作
者的冲击。

但也要看到，本次撤稿数量看似较大，却
仅占我国科研人员在《肿瘤生物学》发表文章
数量的0 . 03％，这个比例可谓微小。这说
明，我国绝大多数医学科研人员是靠得住的，
而且学术水平较高，对国际医学研究作出了卓
越的贡献。107篇论文集中被撤固然很丢面
子，但从全局来看仍然瑕不掩瑜，不能因此否
认其他绝大多数人所作出的艰苦努力，应对国
内医学学术前景保持足够的自信。

更应该看到，此次集中撤稿并非故意找

茬，部分论文作者确实存在由第三方中介机构
代写、代投论文等违规现象，论文造假是不争
的事实。且一篇论文往往对应着一个科研项
目，或者获得过某方面的资助，论文造假等于
项目经费被套取，这不仅属于学术不端，更是
对项目主管部门或资助单位的一种欺骗，甚至
涉嫌学术腐败，理应严肃查处、决不姑息。

代写和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被一些发达
国家当成十分严重的问题来看待，当事人往往
因此断送学术前途，再也没有颜面涉足相关领
域。但不得不承认，在国内的医学领域，部分
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科研人员对此却缺乏耻感，
数据掺假、相互模仿现象仍较为普遍。要想端
正这个领域的学术风气，就应该借此机会认真
反躬自省。除此之外，还应该举一反三，对国
内的医学期刊进行一次梳理和打假。

进一步反思，则应该在医学职称评审方面
谋求治本之策。假如在国外权威医学期刊发表
的论文数成为获得相应职称的必备条件，就会
对当事人构成在国外发表论文的巨大压力，在
能力和精力没有保障的情况下，侥幸做假就成
为一种选择。对于在一线工作的医务人员尤其
如此，他们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搞科研，即使
他们的医术很高，也未必能够发表足够数量的
学术论文，其职称评审势必受到影响，这不仅
不利于营造求真务实的学术环境，而且对于一
些脚踏实地为患者服务的医务人员很不公平。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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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价辅导填报志愿呼唤“互联网+”
□ 张淳艺

反躬自省让医学学风

更加清纯
□ 罗志华

近日，位于广西南宁东葛思贤路口的公厕墙
壁、云景路垃圾转运站等公共设施，都陆续披上了

“绿衣”。这些建筑不仅变美了，室内也变得更加清
凉。据了解，南宁部分小学的教学楼，也将在近期
开展立体绿化施工。（6月15日《南国早报》）

显然，在城市各种建筑“抢地”的现实中，绿地
的扩大受到制约，通过“立体绿化”来增加城市绿
化面积，成为必然途径。

“立体绿化”对于减少热岛效应，减少噪音和
有害气体，有着不可估量的生态收益。现在制约

“立体绿化”的一是成本，一是技术。传统立体绿化
采用营养土，缺点是比较重，固定在建筑外墙上需
要更坚固的挂架，而且保水性能不好，每年要施
肥，每隔两三年还要换种，造成后期维护成本高。
现在立体绿化技术已有进步，通过“固化活性纤维
培养土”技术进行立体种植，不仅保水性能好，一
般8年-10年内还不用另外施肥。此外，国外有些地
方砌墙用一种空心砖，砖的空隙中事先填埋土壤
和肥料。墙砌好后，便可在上面种上草籽。只要气
候适宜，小草便从里面生长出来。这无疑是一种性
价比更高的“立体绿化”。为了城市环境的改善，希
望越来越多的城市能够进行这样的“立体绿化”。作 者/ 张建辉

6月7日晚，也就是江苏高考语文测试结束的当
晚，南京师范大学大三女生程小纯，在微信公众号
打着“今年江苏高考满分作文出现，快来围观”的
题号，策划、操作、发表了文章《人生如路，快上车
吧！》，瞬间“爆款”。不过，这个炒作后被江苏省教育
考试院辟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名大学生表示，

“如果能重来，我不会再起这么耸人听闻的标题。
我们没有炒作，我们也不是营销号，没有一分钱的
利益。”（6月15日《现代快报》）

这名女大学生看来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在其看来，自己只是“标题党”，甚至连炒作都不
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初她打的旗号是“今年江苏
高考满分作文出现，快来围观”，这里，“江苏高考满
分作文”白底黑字。如果没有这几个字，这篇文章
也不会成为“爆款”。从新闻学角度讲，这是不折不
扣的假新闻。

这名女大学生在南师大读新闻学专业，或许
因为有着新闻学敏感，她和同班同学开了公众号，
也抓住了高考时机，知道高考满分作文的关注度，
这才炮制了这篇假满分作文。真实是新闻的生命，
也是社会的底线。新媒体也是媒体，公众号也要讲
真实。一个学新闻的学生如果连这么一点底线意
识都没有，其未来若从事新闻业不能不让人担忧。

假满分作文再次证明了新媒体乱象。真实是
消息传播的生命，“正气充盈则邪气不生；反之，邪
气盛了，正气也就少了。因此，面对假高考满分作
文，我们不能仅仅止于证伪。

愿更多的城市

能够“立体绿化”
□ 钱夙伟

假满分作文

再证新媒体乱象
□ 乔 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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