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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中国青年报》报
道，没有人看管、通过“数字化”
后台补货，顾客自己挑选、自助扫
码付款——— 在郑州一些小区，开封
瓜农设立的西瓜无人销售摊位火
了。

在郑州，这样的西瓜无人销售
摊位已有32个，分配点也增加到两
个。截至目前，来自开封的瓜农们
通过这种模式卖出了4万多公斤西
瓜。

郑州周边的中牟县、开封等地
盛产西瓜，往年的夏季，瓜农会把
西瓜运往郑州城区销售。而为了应
对无序销售对交通、环境、卫生等

方面的影响，郑州市2014年成立了
一个临时的“郑州市西瓜销售服务
工作领导小组”，被人们称为“西
瓜办”。

“西瓜办”办公室设在郑州市
供销社，职责是协调和督促相关责
任单位为瓜农和市民服务，所有服
务都是免费的。“‘西瓜办’一不
收费、二不盖章、三不办证，欢迎
大家来监督。”这一度被认为是郑
州“网络问政”的新形式。

今年2月份后，“西瓜办”官
方微博就不再更新。如今西瓜已大
量上市，但“西瓜办”还没有更多
关于卖瓜的信息。

与此同时，西瓜无人销售摊位
火了。

今年，老高家的西瓜地从15亩
增加到了30亩，而他和瓜农们一起
成立的合作社的种植总面积也增加
到了300亩。这意味着更艰巨的卖
瓜任务。从网上看到无人超市，这
给老高很大启发：超市可以无人售
卖，西瓜为什么不可以呢？

今年4月24日，老高在位于郑
州市城北路城东路口附近的远征都
市港湾设立了第一个西瓜无人销售
摊位。售卖的西瓜全部来自他们的
合作社。

以往卖西瓜，很多瓜农都是自

己种、自己运到城里卖，“打一枪
换一个地方”。合作社成立后，有
人专门负责种植，有人负责运输，
有人负责售卖，各环节分工更明
确。

每天凌晨4点左右，老高和同
伴就开始给西瓜“打码”，标注重
量和价格，然后送往设在小区的摊
位。居民想买西瓜，扫码支付即
可。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给各
小区及时补货。老高和同伴们想了
个“数字化”的方法——— 每个无人
售卖摊位，都有独立的二维码，每
个摊位的西瓜卖了多少，都可以远

程监控到。
对于小区居民来说，西瓜无人

售卖摊位带来了不少便利，而且买
到质量不好的西瓜也能退货。

“如果雇人卖的话，每人每个
月得两三千元的工资，这对我们瓜
农是不小的开支。今年与往年相
比，销量总体差不多，但能节省不
少人力成本。”老高说，比较好的
摊位，每天能卖两三百斤西瓜。

按照老高的想法，今年要把无
人售瓜摊位推广到100个小区，帮
助更多的瓜农解决卖瓜难的同时，
让市民能够在家门口就能买到西
瓜。

“数字化”补货，无人西瓜摊火了
瓜农每天给西瓜“打码”，标注重量和价格，居民扫码支付即可

据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专业名师辅导填报志愿，让你
的孩子不浪费一分”……随着
2019年高考志愿填报即将开展，
高考志愿规划、填报辅导广告铺
天盖地。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
现，高考志愿填报辅导市场火
热，收费多在数千元至上万元，
甚至有高达5万多元的“天价”
套餐。不过，辅导人员水平参差
不齐，有的仅培训三四天就能速
成上岗，有的考生在机构辅导下
填报的志愿并不靠谱。

一份方案动辄上万元

记者近日来到志愿无忧网北
京总部。一大早，前台接待处已经
有五六位家长和学生在等待，几
间咨询室都正在进行专家面谈。

“大部分专家的咨询名额都
报满了，很多家长提前一年就签
合同了。”志愿无忧网的客服告
诉记者:“我们很早就进学校举办
讲座，海淀、西城的重点学校都
去过。”

河北省玉田县一名考生告诉
记者，班上超过七成的家长都找
机构做咨询，有的家长在高考前
几个月就签约了，“谁都希望能
顺利上个好学校。”

目前，不仅有志愿无忧网等
很多专门针对高考志愿填报辅导
的机构，学而思等一批传统教育
机构也开发了高考志愿填报辅导
业务。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随着
高考改革推进，考生面对大学和
专业的选项越来越多，可能性很
多，如何综合判断提出最优方
案，成为急迫需求。

记者调查发现，机构提供的
服务基本上分为两类：收费几百
元的数据卡；收费数千至数万元
不等的一对一专家辅导。

记者进入一个高考志愿QQ

群。该群号称公益解答志愿填报
问题，实际却是向群内家长推销
300多元一张的数据卡。据称，
数据卡依据近三年高校和专业的
录取分数、排名，通过机构研发
的算法对志愿填报给出建议。
500多人的群里，大部分家长都
购买了数据卡。

一对一专家辅导的价格相对
高昂。北京地区多家高考志愿填
报辅导机构的报价为6000元到数
万元不等。万元以下服务的专家
为一两年从业经历，3年以上经
验的专家一般收费都在万元以
上。

志愿无忧网提供的一款51900

元名师套餐，服务包括 2次面
谈，一次2小时左右。客服介绍
说 :“经过前期的性格、兴趣测
试，规划师根据分数，5分钟就
能判断客户可以去哪里上学。”

有规划师三四天速成

机构提供的辅导靠谱吗?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很多机
构卖的数据卡，其实就是根据教
育部门、高等院校公布的历年考
试数据，通过大数据算法得出相
应结论。而招考部门和学校在数
字的统计、口径方面往往并不一
致，不同机构对同一所学校的分
数线预估不一样，导致结论差异
很大。有的考生用不同机构的系
统测算，结果连志愿学校批次都

截然不同，有的说可报一本，有
的说连二本都悬。

一位曾通过某机构填报志愿
的考生说，看到宣传里说有兴趣
测试，本来以为会很科学，没想
到专家只是根据预估分数就推荐
他去上一所专科院校。“我的分
数超过一本线十几分，本来可以
报重点大学的冷门专业或二本大
学的顶尖专业，但专家告诉家
长，这所专科院校包分配，获得
了家长的认可，最终填报了自己
并不认可的志愿。”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填报志
愿时间集中，专家分配给每位考
生的时间有限，不少专家仅仅给
出一定能录取的稳妥建议。

记者调查发现，辅导填报志
愿的专家资质参差不齐，有些号
称“高考志愿规划师”的甚至自
身没有过填报志愿的经验。

据调查，一些从事志愿填报
辅导的机构，同时开办“高考志
愿规划师”培训班。聚铭师开办
的为期4天的培训收费6980元，几
乎零门槛招收学员。培训后，聚
铭师会给培训者发放一张高考志
愿规划师证书。

聚铭师一位客服坦言，该公
司和其他机构的专家很多都没有
高学历，她本人并没有上过大学，
也给一些考生做过规划。“认证培
训过的高级规划师在北京底薪一
般是一万多元，做的单子越多，收
入也就越多。”该客服说。

记者联系到一名宣称可以办
证书的人员，其称可以通过内部
渠道购买全国职业人才认证管理
中心出具的证书，400元一张。

据了解，高考志愿填报辅导
属于新兴市场服务，目前还缺乏
规范。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
教育创新研究室主任苏红说，这
个领域专业性很强，对从业者的
政策把握能力、视野、专业素养
和人际技能等要求很高，不是看
几本书、参加几次培训就能解决
的。相关管理部门应加强引导，
建立并不断完善服务规范，制定
从业标准等。

动辄收费上万元，培训三四天速成“专家”

大学都没上过，
却当“高考志愿规划师”？

本报讯 据《经济日报》报
道，近日，一家自称是“共享科技
有限公司”的企业打着“响应政府
号召，提倡节能减排”旗号，做起
了所谓“共享充电桩”的买卖。这
家公司声称，群众只要认购充电
桩，一个月就能回本，一年净赚十
几倍。但不少群众反映，他们投资
了、上当了。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增强以及国
家对绿色出行的倡导，绿色环保且
经济实用的电动车正成为许多人购
车首选，但充电桩建设却相对滞
后。这一方面给充电桩市场发展带
来了机会，另一方面也有人借此编
织骗局。不过，在这次共享充电桩
投资骗局里，设局者的骗术并不高
明，如果受骗者一开始就留个心眼

儿，多求证一下，是很容易识破骗
局的。可是，在巨大收益面前，还
是有人想当然地认为投入低、回报
高且风险小，抱着赌一把的心态，
失去了基本的判断力，被骗子一步
步拖下水，最终追悔莫及。

对于某些打着共享经济的骗
局，个人首先要做好防范。骗子之
所以能够得逞，不外乎利用了两

点，一是人们贪图便宜与低投入发
财快的心理；二是相关知识的盲
区。所以，远离此类骗局，个人应
摒弃贪图便宜的心理，并加强学
习，提高警惕，在诱惑面前保持淡
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投资
前多些对企业资质的审核，也就不
至于被虚假的印章和合同所蒙蔽。

当然，监管部门需要强化对市

场的监管。去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就
专门发布《关于做好引导和规范共
享经济健康良性发展有关工作的通
知》，其中就明确严厉打击以“发
展共享经济”为幌子，从事非法集
资、窃取用户隐私、危害国家安全
等违法犯罪行为。这也需要各地相
关部门完善举措，既规范市场经营
秩序，又须对借助共享经济中出现
的违法违规行为给予精准打击。

此外，相关企业也应加强防
范。一方面有必要防范不法分子借
自家名号行恶，另一方面应善于维
权，既给自己证明清白，又维护好
消费者权益。

自称“共享科技有限公司”，一个月能回本一年净赚十几倍

这类“共享”骗术需警惕

本报讯 据《科技日报》报道，
近日，国家863计划现代农业技术领
域“绿色超级稻新品种选育”重大项
目在华中农业大学召开项目总体专家
组会议。会上，41个水稻品种被认定
为绿色超级稻。

会议成立了绿色超级稻品种认定
委员会。华中农业大学王飞副教授在
会上汇报了华中农业大学等五家单位
2014年至2018年在中籼稻作区（湖北
省和安徽省）、中粳稻作区（江苏
省）和双季稻稻作区（湖南省和广东
省）对项目参加单位选送的200余份
候选品种(或组合)的相关试验结果。

委员会就绿色超级稻品种分类、
品种认定试验过程以及候选品种的产
量、氮肥利用效率和综合抗性表现进
行了质询和评议，并根据“少打农
药、少施化肥、节水抗旱、优质高
产”绿色理念和《绿色超级稻品种认
定办法》认定“旱优549”等41个水
稻品种为绿色超级稻。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
张启发教授表示，这是绿色超级稻项
目开展十余年来所取得的又一实质性
成果，同时也标志着绿色超级稻新品
种培育进入新阶段，未来绿色超级稻
品种选育在提高水肥利用效率和病虫
抗性的基础上，将加强对稻米品质的
改善。

据了解，“绿色超级稻新品种培
育”于2010年列入国家863计划重点
项目，2014年作为863计划现代农业
技术领域的重大项目得到科技部的持
续支持。

项目实施期间培育出具有绿色性
状的水稻新品种59个，通过国家审定
品种16个。新品种累计示范推广面积
超过1 . 5亿亩，在非洲和东南亚等14

个国家累计推广面积达3525万亩，产
生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绿色超级
稻新品种选育与大面积推广应用已成
为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范
式。

绿色超级稻

41个新品种获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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