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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之际，上海交通大学官宣：正式落地开放灵活的

转专业政策，转出“零门槛”且可转多次，校本部与医学院

还可以互转。就在不久前，武汉大学宣布，从 2024 级学

生开始，院内专业自由选，转出学院不受限制。

两家中国名校不约而同地拆掉了转专业的门槛，代

表了对灵活转专业的高度肯定。上海交大甚至将医学院

也纳入其中，可见决心之大。灵活转专业给大学生提供

了重新选择的机会，对大学教育和学生成长有积极意义，

也符合本科阶段以通识教育为主的教育理念。

对学生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不少大学生在高

考填报志愿时并不清楚自己的兴趣，对社会缺乏了解，对

专业缺少认知，有时所选择的未必是自己所感兴趣的。

什么专业适合自己，什么专业不适合自己，在亲身体验过

后更加清楚，通过在大学校园里观察思考，听学长现身说

法，对专业有了深刻认识，自然会降低专业选择的盲目

性。

转专业存在已久，不过之前门槛比较高，对成绩限制

较多，通常成绩好的学生对所在专业认可度比较高，转专

业的诉求不是那么强烈，因此转专业的范围较为有限。

如今转专业降低门槛，对大学教育和学生成长的影响就

可能会比较深刻了。

需要提醒的是，转专业是让学生听从兴趣爱好和学

习热情的指引，而不是哪里热往哪里扎，应该少一点功利

主义。再热门的专业，自己不感兴趣，或与自己的特长不

匹配，都是一件痛苦的事，不利于今后的发展。

从已经实施可自由转专业的几所高校情况看，大多

数学生的选择还是比较理性的，并没有出现大家往热门

专业扎堆的现象。毕竟大学四年时间短暂，跨专业的学

习难度不小，老是徘徊在不同专业之间，显然对深入学习

一门学科极为不利。

转专业的进一步放开，对大学也是一个考验。提高

转专业的自由度，可以提升大学生与专业的契合程度，实

现最优匹配。

这反过来倒逼学校要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教育

是为学生服务的，某专业若吸引不了学生，且不能解决社

会关心的问题，专业的延续也就失去了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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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商环境优化提升没有终点，永远在起

点。”“营商环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近期，国

家网信办深入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

环境——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乱象”专项行动，

指导网站平台加强网上涉企信息内容管理，依

法依约处置“墨子商业论”“奇偶派”“小牛说

车”“刘步尘”“橡果商业评论”等一批侵犯企

业、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再

一次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这两句箴言。

从通报内容看，“虚假不实”“恶意诋毁”

“抹黑攻击”是高频词。具体恶行包括，恶意

解读某饮用水企业股权结构、产品包装图案，

散布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抹黑诋毁企业形

象；歪曲捏造事实，恶意诋毁某品牌汽车质

量、该汽车企业和创始人的形象声誉；散布某

品牌汽车因发动机存在环保超标问题被强制

召回的不实信息等。

这些账号有共同的名字——“网络黑嘴”

和“黑公关”。他们号称客观理性，实则既不

客观也不理性，擅长的是博眼球、带节奏、泼

脏水，为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罗织“莫须有”的

罪名，误导大众和舆论，甚至形成一条黑色产

业链，成为社会顽疾。

这些自媒体为何盯着民营企业和企业家，

为何穷尽一切手段围猎他们？民营企业和企

业家自带经济属性，自带关注度、话题度，在

“流量至上”“利益至上”的驱使下，这些自媒体

自然把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看作“待宰的肥羊”。

当下，“网络黑嘴”伤害性极大，已经成为

很多民营企业无法回避的殇，防不胜防。很

多时候，一句谣言、一个误会扔在网上，就好

似火星落在草垛，随之而来的是漫天大火，带

来一片质疑、谩骂和诋毁，随后是企业股票下

跌、产品被退货、声誉受损害等连锁效应。企

业无辜躺枪，甚至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更别

说“救火”了。

于是，一些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甚至形成

了这样一种复杂的心理：既向往流量的红利，

又害怕被流量反噬，担心被拖入深渊之中难

以自拔。民营企业想好好做生意不该这么

难。“网络黑嘴”砸的不只是企业的碗，还有普

罗大众的碗。

如今，国家层面接连出拳，整治涉企侵权

信息乱象，有力打击了“网络黑嘴”的嚣张气

焰，为清朗舆论环境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做

出了贡献。这既是在维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

的合法权益，也是在为社会公共利益保驾护

航。在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也要在提高违

法成本、降低企业维权成本上下功夫，双管齐

下更有效。

该被纠偏的，除了“网络黑嘴”，还有那些

一听“黑嘴”的话就一边倒的受众。希望每个

网民不要听风就是雨，而应该追求客观公正

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

当然，打击“网络黑嘴”和接受舆论监督

并不相悖。这两个态度共同构筑民营企业乃

至全社会应对舆论的价值观。我们呼吁两者

兼顾，而非顾此失彼。那么，如何判断和区分

恶意抹黑和正常监督？就看两点：是否事实，

合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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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餐厅别出心裁地为每份牛肉菜品配备了一张

“身份卡”，上面详细记录了牛肉的来源、饲养过程甚至

是牛只的彩色照片。这一看似提升食材透明度之举，

却意外地引发了一场关于营销边界的讨论。

站在商家的角度，人们不难理解这一活动的初

衷。在食品安全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让消费者知道

自己所吃的食物从何处来，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能够提

升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信任。问题在于，这样的“透明

度”是否真的符合消费者的期待，是否能赢得他们的

心？

很大一部分网友对此表示担忧。他们认为，这样

的“身份卡”活动过于残忍，让人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不

禁对牛只的命运感到不适。一张记录了牛只成长过程

的照片，或许能够证明食材的安全，却无形中揭示了其

背后的残酷。这样的“透明度”是否成为一种负担，让

人在享受美食时感到不安和愧疚？

这种“身份卡”活动是一种营销手段。在竞争激

烈的市场，餐厅为了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往往会想出

各种新奇的点子。然而，无论什么营销都不能忽略

消费者的真实感受。消费者去餐厅吃饭，是为了享

受美食和放松身心，如果餐厅过于强调这样的卖点，

可能会让消费者不适。这种不适感是源于对生命的

敬畏和对情感的尊重。

餐厅这种营销手段并不违法，一时的噱头能够吸

引消费者的关注，但长远来看，真正能够赢得消费者心

的，是那些以心换心、尊重消费者感受的商家。毕竟，

食客选择餐厅，不仅是看重菜品的美味，还会看重餐厅

的文化氛围和人文关怀。

在当下的餐饮行业，食材的透明化和可追溯性已

成为一种趋势。也应该看到，当这种“溯源”理念被图

文并茂展示在餐桌上，一些食客对动物所产生的共情

心理并非矫情或伪善，而是人类天然具有的情感反

应。必须承认，每个人的文化背景和情感认知都有所

不同，对于生命的理解和尊重也有不同的方式。因此，

在推广这样的活动时，餐厅应该更加考虑到食客的普

遍心理感受，避免过度强调某些可能引发争议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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