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19.2.17 星期日 责任编辑/版面设计：高路 电话：853114772019.2.17 星期日 责任编辑/版面设计：高路 电话：85311477 16

时评·个论

复试面试环节，参与面试的

导师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这就给了某些师德败坏的

人寻租腐败的机会和空间。

舆论关注的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

工程学院 2018 年硕士研究生复试招生环节

或存在舞弊情节一事有了最新的进展。据媒

体报道，目前涉事的 4 名计算机学院的院领

导的信息已从“现任领导”一栏撤下。

此前，针对网友的举报，2月14日晚，华南

理工大学新闻中心发布说明称，学校已成立工

作组进行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对相关责

任人进行严肃处理。从 4 名“涉案”人员信息

被撤来看，调查应该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

事情的起因是，2月11日下午起，一个名为

“平凡的世界overlooker”的微博网友连发8条

微博，“实锤举报”长江学者、国家杰青（计算机

专业）张军等4人集体篡改8名考生复试分数。

从爆料文的内容来看，其“料”可谓十足，

不仅实名点出了 4 名涉嫌违规人员的在校职

务和姓名，而且还公布了相关学生详细的面

试成绩单，以及复试现场的相关录像，对具体

的“篡改内情”也是描述详细，可谓是“证据详

尽”，事实清楚。目前，虽然最终的调查结果

还未出来，但根据举报者所公布的诸多细节

和证据，以及学校当前做出的处理结果来推

断，此事十有八九就是事实。

若真相一旦坐实，这绝对是一件令人匪

夷所思的事情。从院长到书记，再到纪委书

记、副院长居然全都参与其中，这算得上是彻

头彻尾的窝案了，性质不可谓不恶劣。我们

不禁要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竟让这些院领

导甘冒风险，做下如此有失操守、有失师德的

违规甚至违法的举动？

事实上，此次篡改研究生分数的事件并

非孤例。不久前，武汉工程大学就发生外语

学院院长张媛媛在 2018 年研招复试中，违规

向多名考官打招呼要求关照两名考生，并违

规修改二人试卷答案、分数，帮助二人成功录

取的事件。从该事件的调查结果中，我们就

看到了某种权力和金钱的影子。因此，很难

说，此次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的研招舞

弊案若坐实，背后没有类似的猫腻。

由于在研究生招考上，高校享有一定的

自主权，尤其是复试面试环节，参与面试的导

师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就给了某些师德

败坏的人寻租腐败的机会和空间。

但除了个别人的师德问题外，是否还存

在其他原因呢？从诸多已曝光的高校腐败案

例的处理结果来看，存在“自罚三杯”了事的

现象，对相关当事人、责任人的惩罚也是“高

高举起，轻轻放下”。

研究生招考虽不像高考那样“一考定终

生”，却也事关个人的前程命运，事关社会公平

正义，事关国家人才培养大计。如此轻率、随意

地篡改考生分数和排名的做法，不仅对个人不

公，也将有损教育体系的公信力。校方应尽快

查明真相，张军等人是否篡改分数，是否涉嫌违

法犯罪，是否涉及权钱交易，一笔一笔都要严查

清楚，向公众交代清楚，还落榜学生以公道。

此外，按理说，一个高校的研究生招考，

本该有一套严密、科学、权威、公平的遴选、录

取程序，很难受个别的人为因素影响，如今却

成了一些人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问题的

症结出在哪里？是否还存在其他部门、人员的

失察、渎职的行为，有关部门也要一查到底，追

根溯源，再不可“自罚三杯”，敷衍了事。

涉嫌篡改考研成绩，处罚太轻是一种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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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垃圾站照片冒充珠峰照片
日前，珠峰环保话题热度不减，随着一篇

篇反映珠峰环保问题的文字，配以触目惊心

的照片，让读者深感揪心与愤怒。2 月 14

日，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对“珠峰封山”进行了

辟谣。15日，西藏自治区体育局次仁旦达和

登顶过珠穆朗玛峰队员告诉记者，网文将各

地垃圾甚至垃圾站照片配发为珠峰垃圾遍

地，完全是误导网友。（封面新闻）

@kat：造谣者必须追究责任！

@张氏小生：自媒体、社交平台不能成

为谣言基地，平台能不能整治一下呢？

@知道而行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

了。维护珠峰的生态环境是大家的心愿。

@杰杰：造谣动动嘴，辟谣跑断腿。造

谣成本低，处罚不到位。

挡消防道被判负全责
2 月 15 日，杭州一居民楼 5 楼突发火

灾，消防员到场灭火并从楼顶救出 7 名居

民。救援结束时，一奔驰车主却突然冲出来

索赔，原来奔驰停在小区路边阻碍消防通道，

消防车途中和奔驰剐蹭。最终交警判定奔驰

车主负全责。（钱江晚报）

@bu 问：支持交警的认定，必须让人人

都知道消防救护的重要性。

@xg：也算是给个警告，停在消防通道

的那些车快挪走吧。

@也许：既然要停在消防通道，有责任

你就要负起来。

姜安琪整理

咋说

城市太大，故乡遥远。在城市的钢筋丛林

里，好像除了放假，年味早已淡化。但世界再

大，大不过亲人们望眼欲穿，于是大家跨过山川

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才有了年年涌动的春

运大潮。过年回家是我们雷打不动的传统。

早在春节前一个月，母亲就开始问我什

么时候回家，我说赶不上除夕，初二一定回，

弟弟妹妹们都要回家过年吧。

兄弟姐妹10 人，我是他们中的老大。其

实对于我辈这样的现代人来说，过年的那一套

流程和习俗早就所剩无几。哪怕回到故乡小

镇，鞭炮可能还是禁买禁放禁售的，衣服也多

年不在新年添置了，最多就是从收压岁钱的变

成发压岁钱的，也都没有什么新鲜劲了。这些

年，初五兄弟姐妹 10 人大聚会才是我家同辈

人过年的重头戏。但是这戏今年唱不全了，少

了三个角儿——大表弟、小表弟与小表妹。

问他们为什么不回？很简单，一个字：躲。

大表弟今年 37 岁，膝下有一女儿，自从

同胞弟弟生了二胎，大家都把目光盯上了他，

老问他是不是再生一个。但好像生不生还要

受亲戚意见的左右，不生即有违多子多福的

传统。小表弟和小表妹都是海归硕士，一个

在上海一个在北京工作，30 岁还没买房男与

27 岁工作尚未稳定女，目前也没有结婚的打

算。但人在过年身不由己，事实就是这么一

目了然，他们怕的就是催婚催生催二胎。

据我观察，中国 95%以上的适婚青年都

有被父母、亲戚催婚的经历，而且随着年龄的

增长，催婚的力度也逐年增大，尤其是在春

节。走亲访友时冷不丁有亲戚会问，有对象

没有？没有。你该找对象了。生娃了没有？

没有。你该要一个了。这是直白的。还有隐

晦的：你看隔壁老王，都当爷爷了。接着也不

说话，其实就是暗示自家娃该考虑了。小表

妹说，过了 25 岁，就有亲戚比她自己还着急，

见个面就叨叨叨：赶紧结婚吧，再挑几年就成

“剩女”了，然后给介绍各种“牛鬼蛇神”来相

亲；而小表弟这个高富帅，一直被嘲讽“眼光

太高”，但其实他有女朋友，只是还在确定哪

个是值得共度一生的人。

独在异乡为游客，每逢春节被催婚。年

前就有媒体报道，春节临近，为应付家人的

“催婚”，租友市场又火爆了起来。只要在网

上或社交平台搜索“租女友”和“租男友”关键

词，就会出现了一堆相关网页及论坛信息，而

且明码标价，价格从 500 元至 2000 元不等。

如此一来，“租友”回家简直就是第二个春运，

成为中国独特而啼笑皆非的年节景象。

逃避催婚的另一种方法就是干脆不回

家。过年不想回家的年轻人，他们真的怕

吗？又到底怕的什么？父母和亲戚们平时相

隔遥远，所受教育和价值认知差异巨大，他们

不愿意在过年短暂的相聚中，因“催婚催生催

二胎”的话题发生冲突，更不愿意出于情感压

力打乱了自己的节奏，日子不能过成原本想

要的那个样子。

但是问题来了：催婚催二胎的亲戚其实

也没有什么坏心眼，只是按照他们过来人的

经验，觉得这样的选择才会更好，似乎不能一

味怪他们多管闲事。试想，本是出于好意的

多问了几句，怎么就剑拔弩张,变成敌我矛盾

了呢？日前新闻爆出，一位台州大龄单身女，

不堪忍受轮番被催婚，放火烧家吓唬家人被

刑拘。真是悲乎哀哉。

到了这一步，有一个事实常常被我们忽

略：春节来源于农耕时代，本是驱赶凶猛“年”

兽的仪式。这刚好是最为农闲的时间，一家

人乃至整个家族有时间聚在一起吃吃喝喝。

而现在，早已走出了物质匮乏的时代，人口流

动频繁，有报告说，超过一半的流动人口有长

期在流入地生活居住的打算。可以说，现在

人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所谓的四海为

家就是走出小天地，走向大世界的新生活。

回过头来，我的小表弟小表妹，他们生活

在高度流动的现代城市，家乡还只是相对稳定

的传统小镇，这两个区域人们的精神面貌是大

不相同的。催婚催二胎的七亲八眷, 被催的

表弟表妹们，他们都是按照自己的心意选择了

一条路。只是这刚好是两条不同的人生路，限

于个人的自我认知与体验，谁都没有机会到别

人的路上看一眼走一遭，自然免不了“唇枪舌

剑”，这才有了催与躲，回与不回的纠缠。

基于现代社会的高速发展，传统也在与

时俱进，也许要不了十年，过年催婚这种现象

也会成为过去式。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

信。它不在遥远的将来，而在很近的将来。

躲催婚，躲得了冲突躲不掉焦虑

两条不同的人生路，限于个

人的自我认知与体验，谁都

没有机会到别人的路上看一

眼走一遭，自然免不了“唇枪

舌剑”，这才有了催与躲，回

与不回的纠缠。

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