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京报》报道，7 月 21 日，一段“外籍

男子霸座被乘警制服”的视频在网络热传，视

频中民警称对其进行 3 次警告无效，随后将

其带离车厢。该事件已经得到青海铁路公安

局的证实，事情发生在 21 日上午，在 K337 次

列车上，一名加纳籍男子，乘车时未按车票入

座，并霸占了两个座位，在多次劝告无果后，

乘警将其带走。目前，该男子已移交兰州铁

路警方接受调查。

从视频中，我们看到，该外籍男子强行霸

占他人座位，坐到了靠窗户的位置。当乘警

警告他“这是他人的座位”时，该男子置若罔

闻，装傻充愣，乘警警告了他三次之后，该男

子依然无动于衷。于是，乘警果断采取了强

制措施，将其拽下座位，在一位乘警指挥下，

几位警察将该男子反扭双臂，带离车厢。

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罢，只要触犯了中

国的法律，都应该一视同仁，对于火车上的霸

座行为，我们有明确的规定，也有相应的处

罚，在警告多次无效后采取强制措施，这样的

做法有理有据。视频中的乘警没有因为违法

者是外国人就网开一面，可以说针对的只是

“霸座”这个行为本身，无关国籍。

这个视频能引发热传，除了“霸座”本身

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话题外，可能也代

表了一些网民的心声。前段时间，发生在福

州街头的外国留学生暴力抗法的事情，结果

该留学生只是书面检讨外加学校处分，并没

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这一做法，引起非

议，而且也加深了一些人对“选择性执法”的

疑虑。而视频中该乘警果断执法的做法，在

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个“疑虑”。

不得不承认，在过去，外国人在中国境

内是享受到了一些“礼遇”，比如外国人丢

了东西，很快就能找回来，又比如，外国人

在地铁上吃东西被宽容，等等。不过，在我

看来，这并非什么“选择性执法”，而是一个

历史遗留问题。

在过去，在国内生活定居的外国人并不

多，能跟普通民众接触的外国人就更少了，

“物以稀为贵”，再加上国人“热情好客”的传

统，在一些方面“礼遇”外国人也就成了自

然。另外，也不得不承认，一些地方还存在着

“外交无小事”的思维定势，碰到外国人犯事，

就有了畏难心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如今，这一“传统”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

多的外国人到我们学习生活甚至定居。这

些外国人中难免存在良莠不齐，导致在日常

生活中与普通民众的摩擦和冲突越来越多，

同时触犯法律法规的行为也日益增多，此时

如果还一味“礼遇”，自然会引发众人的不

满。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一句空话，这是

一个开放自信的中国要有的态度，也是对待

外国人最好的方式。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

只要在中国境内触犯了中国的法律，都应该

受到相应的制裁。只有一视同仁，才能让外

国人明白，中国欢迎所有外国友人，但他们必

须遵纪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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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坦厂中学将首次在上海招生，学费一

年 6 万元”的消息近日在网上热传。记者调

查发现，所谓毛坦厂中学新设的上海班，其实

是一个高复班。招生工作人员介绍，补习班

将完全采用上海 2020 年高考考纲，按照上海

高考要求，专门训练高考“大三门”语文、数学

（文理不分）和英语，学生一年需做几千套试

卷，来年有望提高100分至150分。学生需到

毛坦厂中学本部集中上课，然后在上海报名

参加高考。

对于毛坦厂中学举办上海高复班，更应

该关注的问题有二，一是毛坦厂中学长期和

金安高级中学、金安补习中心公办、民办不分

办学，以此打造“超级中学”“亚洲最大高考工

厂”，二是近年来高分复读现象有回潮的趋

势，在推进新高考改革的上海，出现这一现

象，需要进一步推进、完善高考改革。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公办高中是禁止举

办高复班的。毛坦厂中学的高复班一直遭遇

质疑，而针对质疑，该校解释，学校并没有补

习中心，补习中心是民办金安高级中学的。

最新报道称，毛坦厂中学所在的安徽省六安

市金安区教育局表态称，已叫停该项目，毛坦

厂中学已要求上海这家公司停止侵权行为。

还有媒体称，这是“误读”，招生的不是毛坦厂

中学，而是金安补习中心。这哪是什么误读，

就是学校运作的手法，当被质疑后，把责任推

给民办补习中心而已。从近年来的具体招

生、办学情况看，补习中心本来就是和毛坦厂

中学一体办学的。

虽然明知毛坦厂中学（金安补习中心），

按高考分数收补习费，还有人力挺其是给农

村孩子改变命运的机会，不知这些人看了毛

坦厂招上海高复班，收 6 万学费会作何想。

但毋庸置疑的是，由于我国高考是按学生的

考试科目总分排序从高到低进行录取，毛坦

厂中学所采取的强化应试训练，是得到很多

人认可的。

总体看来，随着推进平行志愿投档、录

取方式，高分落榜学生减少，加之新高考改

革取消高考录取批次，复读生在逐渐减少，

但是，高分复读的现象还存在，而且近年来

有所回潮。有的高分复读是因为对被录取

的学校、专业不满意，有的则因对自己的高

考成绩不满，另外，上海新高考允许三门选

考科目的成绩两年有效，也让一些选考等级

高的学生，有更强烈的复读意愿。选考科目

等级高的考生有只复读语数外科目的“优

势”，而且还有机构以此进行复读宣传，这

都刺激了高分复读。

要治理这一现象，就必须进一步推进高

考改革。设计选考成绩两年有效，是把考试

的功能变为评价，因此明确多次考试、多年有

效，让其作为高校评价、录取学生的依据，但

由于录取规则是根据考生志愿、总分排序投

档，因此，考试的功能并没有真正变为评价，

还是选拔，这就出现了选考博弈等问题。对

此，北京和山东等地在推进3+3改革时，就明

确规定选考成绩只一年有效，这是根据总分

录取规则对选考进行调整。进一步推进高考

改革，还是必须坚持把考试变为评价的方向，

实行大学多元评价招生，这才能扭转唯分数

论，让应试训练不再有那么大的市场。

毛坦厂中学进军上海，说明了什么

最近几天，网上一场流量比拼愈演愈烈，

众多明星、作家、导演、企业官微、媒体加入其

中，为最近没出新歌、没拍新电影、也没上新

综艺的周杰伦疯狂打榜。终于，周杰伦在数

据上战胜了那些流量明星，并在新浪微博上

的超话排行榜成功登顶。

周杰伦的粉丝据说就是冲着流量去的。

时下流量明星太多，而像周杰伦这样的创作

型歌手被流量掩去光芒，有人路见不平，打榜

相助。如果用流量来说事，那就用流量来否

定流量，占了理又占了好处。从数据上看，这

一次是周杰伦胜了。

赢在周杰伦有一批忠实的粉丝，也赢在

他曾经创作并演唱了很多广为流行的歌曲，更

赢在触动了大家的情怀。这是歌曲的魅力，也

是人生的魅力。可是，下一次，换一个人呢？

靠情怀和人肉真的能一次次打败流量吗？

流量明星的出现已经持续比较长的时

间，不是没有原因的。流量高，明星以及相关

影视娱乐公司自然开心，不说别的，身价至少

得涨一涨，大家同样都是演员歌星，没理由流

量一个亿的跟一千万的在一个档次。最高兴

的是互联网平台，通过打榜方式，给平台带来

大量的访问量和活跃度，平台也由此获得了

更多的商业利益。

就拿周杰伦说吧，曾几何时，他也同样也

是流量明星，只不过，那个时候，流量不体现

在网络平台上，而体现在唱片的销量和口碑

上。这些年，没怎么出新歌，退出“流量明星”

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一次，粉丝将周杰

伦拱上了榜首，但热度又能持续多长时间？

事实上，以所谓的流量明星为阵容推广

的影视剧，鲜有成功的，倒是那些老老实实写

故事、拍片子，看着寒碜却用了心的影视剧，

反倒屡屡获得称赞。流量不代表内里，阵容

不代表品质，要不然，这个世界就简单多了，

谁流量高让谁上不就是了？可是，这样的世

界又能走多远，喧嚣过后又能剩下什么？除

了作品本身，其他都不会长久地存在。

说到底，粉丝之间打榜怄气，最终受益的

还是平台。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审美，也

有每个时代的偶像，本该相安无事。平台挑

逗粉丝情绪，用打榜的方式来刺激粉丝并收

割流量，这种做法利用的正是粉丝对偶像的

感情，为偶像夺回往昔的荣耀也好，为纪念逝

去的青春也罢，都无可厚非。我们尊重每个

年代的人群对偶像的不同的喜爱方式，我们

承认不同时代的明星，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

但我们也提倡用更理性的态度来看待以打榜

为代表的互联网玩法，这只不过是数字游戏

而已，太过认真，你就输了。

超话榜，太认真你就输了超话榜，太认真你就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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