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5日，号称自主可控、自主研发浏览

器核心产品的红芯公司宣布完成 2.5 亿元 C

轮融资。就在其宣布融资当天，红芯浏览器

被爆出打开安全目录后，出现大量和谷歌

chorme 浏览器一致的同名文件，其安装程序

的文件属性中也显示了原始文件名 chrome.

exe。目前红芯浏览器的官网已撤下了浏览

器的下载链接。随后，红芯方面称确实是基

于开源的Chrome架构，但有其他方面创新。

从目前各方信息综合来看，红芯的抄袭

很有可能被证实，而这也不禁让人想起多年

前的汉芯——2003 年 2 月上海交通大学微电

子学院院长陈进教授发明的“汉芯一号”造

假，借助“汉芯一号”，陈进又申请了数十个科

研项目，骗取了高达上亿元的科研基金。

2006 年 5 月 12 日，上海交通大学向有关媒体

通报表示，陈进被撤销各项职务和学术头衔，

国家有关部委与其解除科研合同，并追缴各

项费用。值得注意的是，即使骗取了如此数

额的科研经费，上海交大仍未提及事件责任

人有没有受到法律追究。

科技自主创新是从政府到学界、业界历

来倡导的发展目标，各方对此也寄予厚望。

但愿望是美好的，却不能变成虚妄，特别是不

能成为用以走所谓各种“捷径”、让少数人通

过概念炒作、抄袭等骗取社会关注以及其他

收益，将科技创新变成投机游戏。

汉芯和红芯名字相似，但关系到不同的

领域，一个是芯片研发，一个是浏览器，但都

属于重大科技研发成果。而遗憾的是，汉芯

和红芯都遇到了同样的造假争议。这首先凸

显出科技领域仍然存在各种浮躁现象，部分

科研从业者乃至平台机构，没有抱着正确的

心态致力于研发工作，而是想通过知识和信

息不对称来蒙骗外界、谋取个人私利。

国外许多科技界和企业界人士将自己的

名誉和信誉看得与自己的生命等同，不仅因

为他们所追求的成就建立在信誉基础之上，

更来自于破坏信誉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制度威

慑。比如韩国前首席科学家黄禹锡因为涉嫌

伪造研究成果、滥用公款，被当局起诉他滥用

300 万美元研究经费，被判 2 年徒刑，缓刑 3

年。对于曾经走上神坛的黄禹锡，韩国政府

不仅将其彻底驱逐出学术界，并且毫不留情

地追究其刑事责任。与之相比，我国对于科

研研发和创新过程的造假行为，还停留于内

部行政处罚，缺乏法治化，导致了造假者违法

成本过低。

也因此，对于红芯事件，不仅牵涉到一家

创业企业涉嫌造假、欺骗投资者等问题，而且指

向商业欺诈，我国刑法虽然专设“商业诈骗罪”，

但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

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

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相关部门对此应主动介入、加以严查。

而红芯事件同样也是给所有科研人员和

机构的忠告：科学没有捷径，科研本质是长期的

投入和攻坚，求真务实是最基本的操守，来不得

半点虚假，抱着侥幸心理越界，迟早会被发现。

从汉芯到红芯，警惕造假误了创新

家长操刀孩子作业，已然不是什么新闻

了。昨天本报一则报道在家长群中炸了锅，

“杭州妈妈花钱请导演，帮娃做暑假作业！”这

一报道中，小江孩子所在的班级被抽选去参与

一项主题微视频征集活动，叫“我为美丽杭州

代言”，孩子们自行组队完成一段3到5分钟的

视频。“我们前前后后折腾了近一个月，还花钱

请来了个专业导演帮手，才算完成。”小江的视

频制作甘苦谈在微信群里很快引起不少妈妈

的共鸣。

如今小学生的课堂、课外设置作业都比

从前丰富得多，新媒体作业也好，传统社会实

践作业也好，本来是培养提高小学生实践能

力，怎么却成了很多家长的负担。是这种作

业本身要求太高，脱离学生实际，还是家长要

求太高，主动大包大揽呢？从这位家长的表

述中窥见一斑，“其实最主要的是这是个主题

微视频征集活动，之后会有评优，所以大家既

然分到了这个任务，就比较重视。”小江说不

是自己不能做这种视频，实在是出品质量惨

不忍睹。

因为冲着评奖这个目标去了，抱着“我的

孩子一定要赢”的心态，自然坐不住，不甘心袖

手旁观。请了专业团队给孩子做作业，又牢骚

满腹的家长们，是否可以扪心自问一句：你是

否能接受一个不完美的孩子，能否接受一个惨

不忍睹的作业成果？

其实，从幼儿园的手工作业，到小学的小

报作业、新媒体作业等等，这些年不少家长在

“叫苦连天”。甚至一些家长吐槽，“每天帮孩

子做作业，这是逼着我们辞职”。现如今家校

共识都是素质教育，可面对具体问题，在素质

教育的概念下却产生了不同的反应。比如对

这个视频作业，有的家长按自己能力选做或

放弃，有的家长先教孩子录，再放手让其自己

录制。而抱着凡事都要赢的心态，最终苦的是

家长，还是孩子自己？

前苏联教育家维果茨基提出的“最近发

展区”理论，他认为儿童认知能力是通过接触

那些足够引发他们的兴趣，但又不是很难处理

的新信息而不断发展的。他把儿童在某一水

平下几乎能够，又不足以独立完成某一任务，

但是在更具能力的人的帮助下是可以完成的，

这两者之间的差距被称为“最近发展区”。按

照这一理论，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在帮助下会比

他们独立时解决更多的问题。如何陪孩子完

成作业，就看家长如何掌握这个度，怎么帮，帮

到什么程度。家长能够代替孩子完成作业，却

不能代替孩子提高观察能力、操作能力、审美

能力。家长对学生课外作业的大包大揽，其实

是剥夺了孩子独立思考和探索的过程，失去了

作业本来的意义。

而从校方来讲，这类新媒体作业要控制

布置频次，而且要因人而异。暑期视频作业属

于创意作业、有内涵的作业，但并不等于“折腾

作业”，还是要考虑是否遵循了学生“跳一跳，

够得着”的目标去设计。

“凡事都要赢”坑了谁

河南“高考答题卡掉包”事件拔出萝卜带

出泥。日前，有网友指出涉事考生之一，郑州

一中的苏同学发表的论文涉嫌抄袭。针对舆

论质疑，苏父竟表示“天下论文一大抄”；而除

了苏同学外，该校另外四名同学通过自主招

生的论文也有抄袭嫌疑，目前，纪委和调查组

已到学校展开调查。

苏同学今年在中文期刊发表了两篇论

文，被指全文抄袭别人的学术论文，让她通过

了北师大的初审。抄袭别人的论文，或者利

用与学界或产业界人士联合署名并获得第一

作者的方式，获得一篇颇具学术价值文章的

发表，这一类的事以前也发生过。2015 年，

一篇名为《安德烈·高兹的非物质理论》的论

文在网上被热议，该文第一作者是武汉年仅

18 岁的高中女生，第二作者则是她的母亲，

一名大学博导。这一事件就曾引起广泛争

议。

针对这一现象，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用什

么办法杜绝，怎么来甄别抄袭造假、代笔？直

接抄袭、拼凑，手段拙劣，痕迹明显，只要负责

任地深入核查，还是有迹可寻的，但一些请人

代笔捉刀，正儿八经的论文，署学生的名字，

仅仅通过检索核查是很难发现的，需要深入

到论文作者的生活学习环境中，综合判断。

在这一方面，学术期刊和高校都是责任人。

真正的学术是很难造假的，论文可以造假，但

学术水平无法造假，只要高校愿意深入地去

了解一下，请专家学者跟论文作者就学术内

容深入地交流一下，是完全可能发现问题的。

在论文造假的背后是一条利益链。学术

期刊在发表论文之前照理应该有一套严密的

审核机制的，他们理应把好第一道关，网友能

发现的问题，他们没有理由发现不了，有些论

文，明显有问题，但还是发出来了，这就不是

一句被蒙蔽了可以解释的，背后必然有利益

输送。一些学术期刊影响力有限，自娱自乐，

可能造不成太大的社会危害，但高校招生不

一样，要知道，在自主招生上造假将直接影响

录取结果，就等同于考场舞弊，更不能被利益

绑架。

事实上教育部门已经看到了其中的问

题。2017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严

格高校自主招生资格审查和考核工作的通

知》，要求严格报名条件、严格材料审查、严格

学校考核、严格监督制约、严格惩处造假。要

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招生考试机构、试点

高校和中学要认真执行高校考试招生有关规

定，会同有关部门严厉打击自主招生中的证

书、发明、专利、论文买卖和造假等违规违纪

行为，坚决斩断“利益链条”。对在自主招生

中徇私舞弊或协助考生弄虚作假的学校、单

位和个人，由有关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纪检监

察部门依据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并对负有领

导责任的人员进行追责问责。

自主招生是一条绿色通道，不是一条钻

营的通道，论文造假是对自主招生权威性公正

性的挑战，也是对其他考生权益的侵害。这种

事容不得姑息，也不能草草了事，只有抬高他

们的造假成本，才能让他们自觉地把好关。

高中阶段并非研究学术问题的理想阶

段，应该将精力放在打基础上，高校需要在自

主招生中慎重考虑其权重的问题。

自主招生，不容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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